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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系列共分為三冊，第一冊著重探討個人消費行為，相關

的概念如功用和消費者盈餘有深入的探討。第二冊則探討成

本、經濟租、收入與財富跟生產行為的關係，這些概念均是學

習經濟學的基石。

第三冊則以傳統經濟學所述之市場失靈為起點進行分析，

我們先探討私人與社會成本分歧，除介紹經典理論｀｀高斯原

理＂外，我們亦深入探討各種產權制度之效益；末部則申述交

易費用和合約替代之關係與及公用物品的合約選擇。

以上為全系列之結構，冀盼老師與同學閲讀後多加意見，

令本書能作進—步改善。此處要多謝編輯此書之同事，他們不

辭勞苦的伏案工作，不勝咸激。最後要咸激同僚李仁為我英文

版新寫部分作中文翻譯，令此書更具完備。

林德財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碩士



內容

-1- 方法論

7. 7 實證經濟學

7 .2 經濟模式之建構過程

7.3 可被驗證含義與套套邏輯

7.4 榎大化假設與真實性

7 .5 邊際等同原則

7.6 基本假設：局限下極大化

-2- 價值與消費者行為
2.1 價值

2.2 邊際價值遞減定悍

2.3 使用價值、交易價值和消費者盈餘

2.4 價值吊詭

2.5 影響邊際價值曲線位置的因素

-3- 交易行為
3.1 交易理論

3.2 交易理論的含義

3.3 定價安排的選擇

3.4 市場均衡模式

3.5 交易均衡與交易費用

3.6 中間人和交易費用

3.7 邊際價值遞減和交易理論

---------> 3 

---------> 4 

---------> 9 

---------> 7 7 

---------> 7 3 

---------> 7 5 

---------> 2 3 

---------> 2 5 

---------> 2 5 

－一－－－一-> 28 

---------> 3 0 

---------> 3 5 

---------> 4 1 

---------> 4 3 

---------> 46 

---------> 4 9 

一－－一---> 52 

---------> 53 



-4- 消費均衡
4.1 效用 ---------> 57 

4.2 效用極大化 一一一一一一一－－＞ 58 

4.3 預算局限 －－－一一一一－－＞ 59 

4.4 等優曲線分析 ---------> 62 

4.5 消費均衡 －－－－－一－－－＞ 67 

4.6 凹面向圓點對凸面向圓點 ---------> 6 9 

-5- 收入效果
5. 1 收入效果 ～－－－－一－－－＞ 75 

5.2 情況—: x: 正常物品 丫：正常物品 ～－－－－一一一－＞ 76 

5.3 情況二： x: 劣等物品 丫：正常物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8 

5.4 情況三： x: 正常物品 y: 劣等物品 ---------> 78 

5.5 情況四： x: 劣等物品 y: 劣等物品 ---------> 79 

5.6 需求的收入彈性 ---------> 79 

5.7 ICC 與需求的收入彈匠 ～－－一－一一一－＞ 81 

-6- 價格效果
6.1 價格效果 ---------> 85 

6.2 替代效果及收入效果之數據例子 ----一一一－－＞ 87 

6.3 圖解替代效果及收入效果 ---------> 88 

6.4 劣等物品 ---------> 97 

6.5 吉芬物品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2 

6.6 替代效果的應用 ---------> 95 

6.7 希克斯分解法 ---------> 96 

6.8 價格津貼與現金津貼 ~--------> 97 

6.9 價格消費曲線 (PCC) ---------> 99 

6.10 收入效果的重要性 ～－－一－一--> 101 



～干需求曲線與需求定律
7.1 需求定律 ---------> 70 5 

7.2 普通需求曲線 ---------> 106 

7.3 被補償需求曲線 ---------> 108 

7.4 需求定律：被武斷的結果 ---------> 109 

7.5 邊際替代率遞減與邊際價值遞減 一－－一一一一-> 110 

-8- 預算線之形狀與等優曲線
8. 1 定價形式與預算線之形狀 ---------> 11 3 

8.2 等優曲線之形狀 ---------> 118 







個體經濟學 第－章：方法論

1 方法論

1.1 實證經濟學

我們研讀經濟學之目的在於探討人類的行為，所強調的是「人類行

為」而非「經濟行為」，這正突顒經濟分析涵蓋之範圍是非常廣泛的。失

業率、價格水平與及國民收入的變化固然是經濟分析的主要諜題；然而，

家庭組織、犯罪率、教育及法規的演變，經濟學也能—一提供合理的解

釋。事實上，經濟理論並非空談，在過去數百年，它為人類各生活層面提

供了有用的看法和觀點。

實證經濟學利用科學方法探討及演繹現實世界，其分析不受主觀好

惡所影響，這特徵將它跟所謂「規範經濟學」分別出來，後者的分析往往

夾雜著濃厚的主觀道德批判，並套之於經濟政策上。表 7 • 7 清楚臚列二者

之主要分別。

實證經濟學 規範經濟學

目的 解釋及推測經濟現象 為經濟現象作出

主觀的道德批判

所討論的問題 資源調配 收入分配

問題的中心所在 這是甚麼？ 這應是甚麼？

＾叮］元曰百 透過因果關係將事物連結起來 主觀上評價事物的對錯

【表 1. 1 茅證察是菟徑靡學之兮別】

,·、.. , 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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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實證分析對規範分析 防鯊網的設立

幾年前，為防鯊魚襲擊泳客，政府計劃於各泳灘設置防鯊網。對於

這項措施，經濟學家有何意見呢？實證經濟學所關心的是這措施會怎樣影

響各種社會服務的取捨，會否大幅度削弱其它社會服務的提供數目？政府

會否藉增加税項融資該項目？税項的增加對資源調配又有何影響？這些均

是實證經濟學所關心的問題。然而，從規範經濟學的角度而言，經濟學家

所關心的是在犧牲其它社會服務的價值下，設置防鯊網是否值得？人們賦

税承擔的增加會否影響收入分配之公允？這些屬規範性的問題往往夾雜著

經濟學家的主觀價值批判。

本書的討論均集中於實證經濟分析，旨在探討在不同局限條件下，

將有何種行為出現？本章餘下部份將進—步探討經濟模式的建構過程，並

4 l 如何將現實世界簡化融入經濟模式內。此外，我們亦會論述經濟分析背後

的一些基本邏輯。

1.2 經濟模式之建構過程

經濟分析基本上建基於經濟模式上，迴讓我們更有系統地分析經濟

現象。在未正式探討經濟模式的結構前，我們先簡述建構經濟模式的過

程。概括而言，其過程可分為三個步驟：

O 從現實中撮要及抽離一些重要特徵

分析者先選擇所關心的課題，並從現實提取與課題相關的變數及

經濟關係，與及將有關資料作有系統的整理。

e 引申可被驗證的含義（推斷）

從分析中歸納出—些可被驗證的含義，這含義對衡量模式有用與

否極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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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被驗證的含義訴諸於現實世界加以引証

若可被驗證的含義與現實觀察產生矛盾，模式便會被否定，若兩

者—致，模式便具有解釋及推斷能力，其用處得以被肯定。

圖 1 . 1 總結以上三個步驟。

三龘尸三三辶

t 3以現實為基礎驗證理論

【圄 1. 1 經瘠楳式建橫過程」

經濟學家以經濟模式對現實作出撮要及抽離，當中包含了—連串的假設，

由此而歸納出具解釋能力的結論。模式本身是必須被簡化和不真實的，這

就好比使用—幅地圖，若我們想到某地方，我們並不需要過於詳盡的指

引。比方説，我們不用知道沿路交通燈及郵筒的位置，我們所須知道的只

是主要街道及沿路主要大廈的名稱，這便足以引領我們到達目的地。從這

角度，經濟模式有著相同的本質和動機，分析者只會將能解釋行為的相關

現實條件擺放於模式內，其它瑣碎資料則盡量省略不提。然而，經濟模式

雖簡單，但仍有其基本結構，圖 1.2 顓示經濟模式可分為五個部份：

«----一邏輯歸納法

三
［圄 1. 2 呈趼祺式葯焙構】

0 假設

經濟學家於分析中利用假設簡化現實情況，並限制經濟命題之形

成。概括而言，假設可分為兩類，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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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I. 3 假没葯分頽】

基本假設

基本假設泛指所有不可被觀察的假設，其主要作用在於支配人類行

為的基本取向，以便形成經濟學的獨特命題。典型的基本假設包括

了局限下極大化、邊際替代定律和需求定律。

可被驗證條件

所有可被觀察的假設均稱為可被驗証條件，其作用除了去掉那些在

分析中無關重要的現實條件外，而更重要是擔當了可被驗證含義句

式中的「前項」，作為日後驗證理論的有用性時之依據。

例二：基本假設與可被驗證條件

細閲以下—件事件：

｀｀約翰＿日行經某路，發現路旁有一枚鑽石，在不為其他人所目睹

下，自利驅使他拾起了這枚鑽石。＂

以上事情顯示約翰之所以拾獲鑽石，是因為文中作出以下兩個假設

7. 基本假設：約翰是—位自利的人

2. 可被驗證條件：路旁有一枚鑽石

自利無法被觀察，因此是—條基本假設；在路旁的—枚鑽石則可被

觀察，因而是一條可被驗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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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經濟變數

所謂「變數」，是指那些可作變化的質和量的數值。經濟分析

中有兩種變數： 7)外生變數和 2) 內生變數。「外生變數」於分

析之始便已知其數值，其設定是用來探求另一些變數；被探求的

變數稱為「內生變數」，其數值要待分析完結後才得知，是分

析者所求解的變數。經濟模式某程度跟寓言相近，外生變數可比

喻為寓言裏的起首背景和人物，而內生變數則是故事的終結。在

第一和第二冊中我們很少用這兩個術語；但在第三和第四冊中，

這兩個術語便見常用。

【圖 I. 4 褻痺孌戲約分類】

＠概念

作為一門學科，經濟學必定有其術語和獨特概念，藉以增加表達

的流鴨和提高分析之效率。事實上，隨著經濟學的發展，某些經

濟學概念（如效用和利潤），已有更清晰和精闢的定義，避免了分

析的混淆，對經濟理論的基礎起著莫大貢獻。

O 邏輯歸納法

有了假設、變數和概念後，我們便可進行分析。經濟分析主要採

用「邏輯歸納法」，即從多個論據歸納某事物的特點；相對於

此分析方法的是「邏輯演繹法」，其特徵是從某事物的一兩項

特點，延申至更廣泛的同類型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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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邏輯歸納法

論據：

幺士~ -
II七l 睏冊 • 

O 結論

1 . 若某人懷孕，她必然是一位女土。

2. 瑪莉已經懷孕六個月。

l 
瑪莉是一位女土。

這是分析的終點，它與「均衡」這一概念有著密切的關係。所

謂「均衡」，是指當時行為或情況回歸具規律的軌道上，並不

存在改變這規律的誘因。模式中的均衡伴隨著分析的結果，而這

結果讓我們能進一步引申可被驗證的含義。可被驗證的含義決定

了模式的有用性，下一節自有詳論。

8 以上五個部份，我們所重視的是它們內部邏輯的—致性，而非其真

實性。在例四中，我們將典型的經濟模式結構套入—個寓言故事內，增加

讀者對模式結構之認識。

例四：龜兔賽跑

下表將龜兔賽跑這—寓言以經濟模式的結構加以表達。

外生變數 龜與兔的跑速

變數

內生變數 誰將是最先跑回終點？

基本假設 驕傲自大的兔子
假設

可被驗證條件 兔子在比賽途中躲懶偷睡

結論 龜是最終的勝利者

含義 由於兔子性格傲慢，終成爲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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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模式是必須不真實的；這是由於模式一旦包括所有現實紐節，

它便顯得異常複雜，分析者亦難於處理和進行分析。因此，我們只須肯定

模式的用處而非其真實性。事實上，若幾個具相同解釋能力的樸式供經濟

學家選擇，他們會基於簡化原則，揀選最簡單那一個。經濟學家只閼心模

式有用與否，而這又視乎模式能否引申與現實世界相符的可被驗証的含

義。可被驗證含義不等於模式的結論，經濟學家對可被驗證含義的要求遠

較結論嚴謹。可被驗證含義則常以下列句式出現：

倘若 A 出現， B 便會發生。

首句的「倘若…」部份稱為「前項」，而次句的「．．便發生」則稱

為後項。前項往往是—組可被驗證的條件，使分析者能訴諸現實世界作驗

證，至於後項則是從模式的結論引申出來。嚴格而言，若某含義符合「可

被驗證」，它必須具備兩個要素，如圖 1. 5 所示：

9 

; 

三
; 

三 【圖 I. 5 可汲綴證】

0 可被否定

經濟含義必須可被否定，否則便是「套套邏輯」 ；以下三種情

況，均屬套套邏輯：

(7)句式所指的是—個真相：是客觀事物的描述。因此，它必然

真確。

(2)句式所指的是一個定義：數學上，定義可用恆等式表示，由

於它只是名稱的標誌，是沒有可能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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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巳定的可被驗証條件下，分析者臚列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亦即：

倘若 A 出現， B 或 C 或 D 或...

這句子是不可能錯的，因為任何現實結果均會與後項所列的任何

—個情況相符。故此，這含義是無法被否定。

由於套套邏輯是恆真的，沒有被推翻的機會，因此它不具解釋能力，更不

能以此推測（」主意：並不是預測）其它情況。經濟學上，所謂「解釋」，

它必須可用來作出其它情況之推測，那麼，它必須具有被否定的機會，絕

不可是—條套套邏輯。

0 可被觀察

可被驗證含義的前項和後項必須能被觀察，否則，分析者便不能

訴諸於現實作科學化的驗證。

一條理論必須能引申可被驗證的含義，這才能被印證其用處。而—

條有用的理論所引申的可被驗證含義則必須與現實觀察一致。要注意的是

我們並非求證理論的真偽，而只欲肯定其用處。

一條有用的理論是有機會被否定，但直至現在仍未被現實所推翻。

例五：禿頭與幅射

套套邏輯在解釋現象方面是沒有用的，因為它是不辯自明的事實，

無須解釋，以下例子某程度指出可被驗證的含義和套套邏輯的分別：

假設你與—位朋友進入一個房間，發現房內所有入都是禿頭，你的

朋友説：「這些人禿頭的原因是由於沒有頭髮！」這根本就不是—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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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因為你不能以此來推測另—些房間的人是否禿頭，它是－條套套邏

輯。因為定義上，禿頭就是沒有頭髮，這句子只是—個描述而已；但個若

你説：「他們禿頭是由於房間含有幅射」 ，這是—旬可被驗證的命題。

若我們用先進儀器探測該房間，証明幅射的存在，我們便會暫時接受你的

説法，你的看法被肯定有用，但這並不證明你的説法是對的。也許日後發

現房裡的幅射含量根本不會導致禿頭，或發現原來他們禿頭的原因是先天

遺傳的。

1 .4 極大化假設與真實性

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中最重要可算是極大化假設，它假設人類所有行

為乃源自追求最高私利，這基本假設是經濟分析中不可或缺的成份，主要

用來限制經濟命題之形成。在往後分析中，我們會看到所有可被驗證含義

均從檯大化假設配合可被驗證條件而引申出來的，這—特徵突顯了經濟學

跟其他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不同。

禤大化並不是套套鑼輯，在現實世界裡，有些人會否認他們的行為

源自垕大化，並質疑其真實性，因此，極大化具被否定的機會。可是，極

大化本身不能被觀察，它只是對人們本性的一種概括的掃姐。因此，這假

設並不能被驗證。雖然「生存原則」假設在競爭環境裡只有適者生存，這

只是—種邏輯歸納的結論，極大化本身仍然不能被直接驗證。

長久以來，經濟分析常被其他社會科學批評其檯大化假設並不真

實，並質疑其解釋能力。然而，極大化假設真實與否對經濟理論的有效性
並不重要，這是因為解釋能力強弱與否，在乎能否從中能否引申與可觀察

行為相符的可被驗證的含義。經濟學家只強調理論世界裹的人是追求最高

利益，現實世界裹的人是否符合極大化則毫不相干，經濟學家只欲透過經

濟理論協助我們演繹現實世界，並沒有企圖以經濟理論映照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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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辨清理論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分別；理論世界所包括的是概

念，它們不能被觀察，而且有可能不真實，而現實世界裹所有均為事實，

是真實及可被觀察的。典型例子是需求量和供應量，它們均是理論世界裹

的概念，與現實世界裹的交易量這—事實截然不同。在稍後的分析，我們

有正常物品和劣等物品之分，這些都屬理論世界裡的概念，並不能在現實

世界中找到。

極大化的重要性在於它配合可被驗證條件所引申的可被驗證含義是

否跟現實相符；若驗證的結果是吻合，極大化便視為對解釋及推測有用，

經濟學家所追求的是極大化的有用「生，而非其真實性。若有人認為由於極

大化並不真實，所以它所引申的含義定必不正確，他便犯上「否定前項之

謬誤」。比方説，若你是—位秘書，你便懂得打字，那麼，若你不是秘

書，你便不懂打字嗎？當然不是！雖然你懂打字，你可能從未當過秘書 l

經濟分析所引申的「倘若 A 出現， B 便會發生」這—命題，只表示 A 是產

生 B 的一個足夠條件，但還有其他條件足夠令 B 出現。

依此類推，若某人因 B 正確，而斷言 A 必定正確，他便犯上了「肯

定後項之謬誤」。再考慮先前例子，若你懂得打字，我們能否總結你必然

是—位秘書呢？當然不能！你可以是一位文員，這職位亦需要你懂打字。

表 7 .2 總結以上兩種謬誤。

/^:If]足曰百 謬誤

若 A 出現， B 便會發生。 X 
否定前項之謬誤

~A 不出現 -+B 便不會發生

若 A 出現， B 便會發生。
X 

肯定後項之謬誤

~B 發生 ~A 便出現

若 A 出現， B 便會發生。

✓ 
沒有謬誤

~A 出現 ➔ B 便會發生

若 A 出現， B 便會發生。

✓ 
沒有謬誤

惡 B 不會發生 -+A 便不出現

【表 I. 2 邏薛上局西槿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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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運用於極大化假設外，以上邏輯亦可應用於經濟理論本身的有

效性，即使從理論引申的可被驗證含義與現實相符，我們也不會肯定該理

論是正確的；我們只肯定理論在解釋行為方面有用，沒有經濟學家認為他

們的理論是正確的。

用。

1.5 邊際等同原則

在理論世界裡，人們可依據某些原則令他們的抉策所帶來之利益達

至最高。經濟學家廣為使用的方法是「邊際等同原則」，這原則指出若能

滿足以下條件，人們便能從抉策中取得最高利益。

MB= MC 
MB 某決策之邊際利益
MC : 某決策之邊際成本

這原則顯示人們能藉邊際利益等於邊際成本謀取最高利益。原則上，無論

某經濟模式是如何的複雜，其背後理念也只是利益與成本間之取捨而己，

例六和例七闡明此有關之道理。

例六：藥物審批過程的損益取捨

一言以蔽之，經濟分析的基本技巧只是損益的取捨，我們試以新藥
物審批過程為例加以説明。政府為杜絕市場銷售危害市民健康的藥物，計

劃延長藥物審批時間，好讓藥物審批部門對新藥物有足夠的測試，但這會

增加藥廠推出新藥物的成本，大大降低藥廠推出新藥物之意慾，又或會延



個體經濟學 第一章：方法論

誤新藥物推出市場。明顆地，政府將藥物審批時間延長牽渉損益之取捨：

益：市場裹少出現一些危害生命之藥物，避免了無謂的人命犧牲。

損：延誤新藥物推出市場，令病人未能及時得到醫治。

損益的多寡往往來自主觀的判斷，但這例子已充份指出我們活在一

個資源匱乏的社會裏，每個決策均帶來利益，但亦牽涉相應的損失，我們

需作出取捨。

例七：極大化假設與邊際等同原則

約翰打算在畢業後開展他的零售生意，而相應的營運收益和成本顯

示於下表。

單位 TR TC TR - TC MR MC 

1 10 2 8 10 2 

2 18 6 12 8 4 

3 24 12 12 6 6 

4 28 22 6 4 10 

5 31 34 -3 3 12 

6 33 48 一15 2 14 

基於以上資料，為了令淨收益達至最高，約翰必須求解以下數式之

最高值：

丁R - TC 

上表顯示第二或第三單位令以上數值達至最高；此外，另有一方）去

亦可求解最優化銷售量，上表顯示於第三單位時，

MR=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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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明顯説明，當最優化銷售量為三單位時，以下兩個條件均得以滿

足：

1. 總淨收益達至最高；和

2. 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

這證明邊際等同原則與極大化假設吻合。

1.6 基本假設：局限下極大化

在理論世界裏，人們不可以在毫無限制下任意追求最高的私利。嚴

格而言，人們的行為須與局限下榎大化—致，亦即人們會在相關可被觀察

的限制下求取最高得益。就極大化而言，其相應的行為可分為三類，如

圖 7 .6 所示。

三

三 三 三
若我們將經濟分為－入經濟和社會兩類，圖 7 .6 的行為分類便顯得更有意

思。試看圖 7 .7' 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生產和消費便無法避免，是以生

產和消費行為在任何經濟均會出現（包括一人~，另一方面，在多於—

人經濟（亦即社會）裏，由於人們的接觸，合約行為便會出現，典型的例子

是市場裹的交易行為。

I 經濟 I 

I-人經濟 I I 社會 I 

1 市場經濟 I I 計劃經濟 I

【屬 I. 7 經癢之分灝」



個體經濟學 第一章：方法論

人們在追逐最高私利過程中須面對—些「局限條件」，它包括所有限制

人類極大化行為的可被觀察因素。在不同的經濟裡，人們會面對不同的局

限條件。表 1.3 總結—人經濟與及社會之相關局限條件（與及極大化行為），

一般而言，我們主要面對以下四種局限條件：

0 缺乏（稀少）

當資源的數目遠少於人類所渴求的數目，我們便面對「缺乏」

這－普遍性問題。就經濟學而言，任何經濟均被武斷存在缺乏問

題。魯賓遜獨居於荒島上，他會發覺肥沃土地實在太少，絕不足

以讓他種植多於一種生果；再者，他也不可能同時間進行生產和

睡覺。定義上，資源泛指那些人們為達最終目的所依賴的手段，

一般來説，資源可分為三類： 1)生產因素， 2)時間和 3)金錢。首

兩種資源在任何經濟均會出現，而第三種只會在社會才出現。

一人經濟 社會

局限條件 1. 缺乏（稀少） 1. 缺乏（稀少）

2. 生產成本 2. 生產成本

3. 產權制度（競爭

4. 交易費用

極大化 1. 消費行為 1. 消費行為

2. 生產行為 2. 生產行為

3. 合約行為

l表 I. 3 不向．經璃之局隈條f牛及才!tJ 1117反大仡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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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成本

由於缺乏的存在，魯賓遜必須面對抉擇，亦即從已有資源所容許

的最終選擇中作出取捨，揀選最佳選擇。明顯地，當某人作出決

定時，他必須放棄其它選項；在所放棄的選擇中，最高價值那—

個便是機會成本。定義上，所有在一入經濟的機會成本均稱為生

產成本。要注意的是以後的分析中，一旦牽涉成本，均是以放棄

選懌中最高價值那一個來量度。原則上，經濟分析只有一種成

本，就是機會成本（這將於第 2 冊，第 1 章再佯深入探討）。

0 競爭

由一人經濟邁向社會，人類行為所受的約制更為複雜。當星期五

先生到達荒島後，魯賓遜會發現一些未嘗出現過的新奇事物，當

中有些是對他不利的。首先是魯賓遜和星期五先生對相同資源具

興趣，產生選擇的衝突，由是帶出另—個重要的經濟學概念

「競爭」。競爭所指的是有利益衝突的人們爭相奪取具缺乏問題的

物品之過程，其產生的必須及足夠的條件有二： 7)該經濟必須面

對缺乏問題， 2)經濟必須多於—人，亦即—個社會。

產權制度

為了協調競爭，我們必須清楚界定相關的遊戲規則，這些遊戲規

則稱為產權制度，其主要功能是在競爭過程中甄選出勝利者；這

些勝利者必須具備當時競爭規則下的成本優勢，方能成功地獲取

資源，而當中的失敗者則被奪去取得資源的權利，被受歧視。因

此，在一個存有缺乏問題的社會裡，競爭與歧視是息息相關的。

事實上，不論遊戲規則如何改變，任何競爭均帶有歧視，而由於

各人有其獨特的成本優勢，不同的產權制度會有不同的人成為勝

利者與及被歧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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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交易費用

從廣義的界定，交易費用泛指—切在—人經濟無法理解和構想的

最高價值其他選擇；換言之，從一入經濟步向社會，所有額外的

機會成本種類均是交易費用。因此，—切與合約行為有關的機會

成本種類均被視為交易費用，如制度費用。從狹羲的界定，交易

費用所指的是與交易相關的費用，量度費用和尋選費用便是典型

的例子。

總括而言，缺乏和生產成本限制了生產和消費行為，在任何經濟均

會出現；至於競爭和交易費用則支配合約行為，只會在社會出現。圖 7 .8 

和 7. 9 顯示從一人經濟步向社會的相關局限下極大化內容。

一人經濟

局限條件：

1) 缺乏

2) 成本

極大化行爲：

1) 消費行為

2) 生產行爲

3) 合約行爲

社會
利益衝突

~ 

' 人類互動

令
蔘

3) 產權
4) 交易費用

［圖 I. 8 恙本經滑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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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極大化是—條行為基本假設，它試斷入類的行為均旨在追求最高

私利。所有經濟分析均始於這基本假設，而非終結於它，它的真

偽對經濟分析毫不重要，我們所要求的是從這假設引申與現實相

符的可被驗證含義，能達此目的我們便視這基本假設具有解釋能

力，並於應用有貢崮。

D 不含孌大化的分析令所引申之命題欠缺經濟分析的本質。對經濟

學而言，「極大化」是—個基本且重要的基本假設，是用來限

制經濟命題的形成。這並非意昧著沒有極大化假設則沒法引申可

被驗證的含義，隨機選擇的假設亦可達致這目的，只不過此等命

題卻喪失了經濟分析的獨有神韻（極大化分析）。

D 局限下糧大化假設是所有經濟分析的起步點。主要的局限條件包

括 1)缺乏丶 2)生產成本、 3)產權及 4)交易費用。穩大化行為則包

括消費行為、生產行為及合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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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價值與消費者行為

2.1 價值

價值被定義為：

當消費者獲取某物品時，他所願意放棄其它物品的最高數目。

物品的價值是由消費者主觀所決定的，它是以實物而非以抽象的愉

快感來表達，是以能作人與人之間的價值比較。定義裏「最高」一詞對引

申含義是非常重要的，沒有消費者對某物品頤意付出比主觀價值還要高的

數目，這反映物品的價值已是消費者願意付出的最高值。當消費者作出購

買時，這意味他的價值必定高於或等同物品的價格，因此，若價值的定義

裏不含「最高」一詞，便無法推測在某一價格下，消費者會否作出購買決

策。

物品之價值有以下分類

1) 總價值(TV) : 消費者獲取某一數量物品時，其願意放棄其它物品

之最高總數目。

2) 邊際價值(MV) : 消費者獲取某物品的額外單位時，其願意放棄其它

物品之額外最高數目，即 t,,TV/ !'J.O 。

3) 平均價值(AV) : 消費者獲取某一數目的物品時，其願意放棄其它物

品之最高平均數目，即 TV/0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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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以數字説明價值的量度方法及其關係。總價值之相差代表邊際

價值，比方説，—單位和兩單位鮮橙的總價值相差為八個蘋果，故此第二

個橙之價值便是八個蘋果。如此類推，第三個鮮橙的邊際價值為六個蘋

果。相反地，若將邊際價值加總，便得出總價值，如第—個和第二個鮮橙

的邊際價值分別為十個蘋果和八個蘋果，故此二個鮮橙之總價值為十八個

蘋果；而平均價值則是總價值除以相應之數量。—般而言，若已知某項的

價值量度，其他兩項的價值量度便能計算出來。

0 TV MV AV 

1 10 10 10 

2 78 8 9 

3 24 6 8 

4 28 4 7 

5 30 2 6 

6 30 。 5 

7 28 -2 4 

TV: 總價瘟
lrfV: 逢際價倬

AV : 乎垮渭僙
（以蘋表為量虔算紅）

【表 2. 1 僳儀表】

圖 2.1 顯示表 2.1 之相應邊際價值和平均價值曲線。這兩條曲線主要

顯示消費者在擁有某—數量之物品時對該物品之邊際價值、平均價值及總

價值。比方説，當消費者獲取 Q' 數目的物品時，其邊際價值和平均價值分

別為 MV' 和 AV', 而 Q' 之總價值則是 MV 曲線以下由 0 至 Q' 之面積，亦

即面積 AE'Q'O; 又或者由面積 AV'EQ'O 顯示。這説明了某物品的 TV'MV

和 AV 完全視乎消費者擁有該物品數量之多寡。

TV, MV,AV 

AV 

Q' 

Q 

【圄 2. 1 價僙海線】



個體經濟學

2.2 邊際價值遞減定律

第二章：償 1直與消蕢者行為

圖 2. 1 顯示 MV 曲線是向下傾斜的，亦即當消費量上升， MV 將持續

下降，這與「邊際價值遞減定律」這一基本假設—致。這定坌指出

當消費者獲取某物品的額外單位時，他所願意放棄其它物品的額外

最高數目將不斷遞減。

MV,AV 

MV 
AV 

. 
25 

。 Q 

I圄 2. 2 私V 聶埭察 AV 尚線之腐孫】

基於邊際價值是主觀地為消費者所決定，是故這基本假設是被武斷

成立，並沒有任何客觀根據（其武斷的原委將方色往後分析論及）。由於邊際

價值曲線向下傾斜與及 AV 曲線可由 MV 曲線引申出來，因此 AV 曲線具

有以下兩個特徵： l)AV 曲線亦是向下傾斜和 2)AV 曲線高於邊際價值曲線

（除卻第—單位外）。要注意的是 MV 曲線處於縱軸與 AV 曲線水平距離的

中間，如圖 2.2 所示， BC 的距離是 BE 的距離之—半。 AV 曲線在探討消

費者盈餘和定價形式有著重要的含義，我們將在第三章加以説明。

2.3 使用價值、交易價值和消費者盈餘

圖 2.3 的 MV 曲線顯示消費者願意付出的最高數目而價格線 P* 則顯

示其必須付出的實際數目。在決定是否購買首單位，消費者會發覺他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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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付出的數目高於市價，多出了的數目可被省卻下來，由圖中陰影部份所

表達，這消費得益稱為消費者盈餘，它的存在促使消費者購買首單位。只

要消費者從額外單位享受到消費者盈餘，他便會持續購買，直至總消費者

盈餘達致最高，這實現於 E* , 這點名為消費均衡，當中邊際價值等於價

格。

P 

洁悶否正／消胃才］盈筐

P* 

MV Q 

【圖 2. 3 消坪芬益】

圖 2.4 顯示消費者的最優化消費量為 O* , 相應的總使用價值（丁UV)

是面積 P'EO*O , 當中：

1) 面積 P*EO*O 是總支付數目，稱為總交易價值（丁EV) , 而

2) 面 P'EP* 是總消費者盈餘（丁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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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總消蕡者盈餘

＝總交易價值

十~ 崮~＝總價值

^ , "= 

MV 
、, Q 

l圖 2. 4 消坪均衡」

例一：消費均衡之數學例子：

下表為 A 君對蘋果之邊際價值表：

I 二 ~0 I ! I : I~I : I : I : I : I~I 
設蘋果之市價為五個橙，基於消費均衡 'P=MV' , 消費者將購買六個

蘋果，而消費者所享有的總消費者盈餘為'

(10-5)+(9-5)+(8-5)+(7-5)+(6-5)+(5-5) = 15 

總括而言，

總消費者盈餘是消費得益，它是願意放棄的最高數目和必須放棄的

實際數目的相差，反映了消費者在某一特定數量，除卻原來支付的數目

外，其願意付出之額外數目。總交易價值是消費者對某—特定數量物品須

付出的實際總數，而其平均值則反映市價。總使用價值是總交易價值和總

消費者盈餘之和，亦即：

丁UV= TEV +丁CS

枝節討論 2. 7 應用這三個概念於免費物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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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節討論 2.1 : 經濟物品對免費物品

經濟物品跟免費物品最大分別在於機會成本，免費物品的機會成

本為零，是故其價格亦是零（注意·這邏輯不能倒轉應用，零價格未必

暗示零威本），而經濟物品則有正值的機會成本與及市價。基於這些特

徵，兩種物品的 TUV 、 TCS 和 TEV 之關係便有顯著的不同，下圖和下

表指出其分別。

經濟物品 免費物品

P P 

28 

MV , Q 。

= TCS = TU\/ 
TE\/= 0 

MV 
') Q 

經濟物品 免費物品

機會成本：正值 機會成本：零

MV>O MV=O 

丁EV>O 丁EV=O

TUV>TCS TUV=TCS 

2.4 價值吊詭

上節所述的最優化消費條件 'P=MV' '對理解物品價格如何被釐

定有莫大的幫助。經濟學發展史中，曾有—個現象令古典經濟學家對市價

如何被決定大烕困惑，稱為「價值吊詭」。當中論到水是不可缺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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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生存成份，故其使用價值頗高；鑽石則與人類之生存無任何直接關係，

故其使用價值較低。但事實説明，水的價格卻遠低於鑽石的價格，令入直

覺上感覺價值與市價並無直接關係。相反地，水的生產成本幾近零而鑽石

則需要生產者付出頗高的勞力生產成本，這特性令早期經濟學家誤認價格

是與平均成本有著密切關係，於是得出物品的價格等於其平均成本(P=AC)

的結論；然而，這—命題與現實頗具衝突。

我們試舉—例，已故著名畫家梵谷的作品於死後價值不菲，但其生

產成本並不高，天才的創作，往往率以造極，—揮而就，絕不須精雕細

琢，為何其價格處於如此高水平呢？這一現象反駁了價格由成本決定的論

調，那麼價格是如何被決定呢？這—問題直至二十世紀初落在劍橋大學的

馬歇爾教授手裏才得以解決，其解決的理念正正建基於以上所討論的消費

均衡 'P=MV' 。圖 2.5 的 MV 曲線量度的是水或鑽石之邊際價值，嚴格來 l~~ 

説，將水及鑽石—併結合在同—幅圖中是存有技術上問題的，基本上，水

和鑽石的量度單位是截然不同的，因為水的量度單位是加侖，而鑽石則是

克拉。為避免這量度上的矛盾，我們將以—標準單位量度水及纘石。為達

到這目的，我們可於兩種物品之量度單位任擇其一作為主位，然後，將另

外的—種物品之數量作出調節，從而得出同樣的邊際價值，這樣，兩種物

品的首單位被標準化於相同的邊際價值。接著，我們著手解決價值吊詭這

—疑團。

由於水的生產成本較低，供應量頗為豐富，基於邊際價值遞減定

律，其邊際價值很低。相反地，鑽石的生產成本榎高，供應有限，引致很

高的邊際價值。若市價等同邊際價值，鑽石的價格便高於水的價格，此吊

詭亦因而傳以解開。由此可知，物品價格與總價值並無關係，但它跟邊際

價值卻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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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x 

B \ 

D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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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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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f\:~ 六＇－－－一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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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w,MVo 

Q 

［圄 2. 5 價僙彘詭】

2.5 影響邊際價值曲線位置的囚素

"''"' 

30 

1) 實質收入

所謂實質收入，是以實物為量度單位的收入。實質收入的增

加，可歸納下列兩個原因：

在穩定的消費品價格下，消費者的名義收入（以貨幣為

量度單位）上升。

在名羲收入不變下，所有消費品價格作出相同比例的下

降。實質收入的上升暗示消費者購買力總量增加，相

反，下降則暗示購買力總量下降。

丨．

丨 I.

當消費者的實質收入增加，若某物品為「正常物品」，其放棄的

最高數目便上升， MV 曲線向上移；反之，若實質收入減少，則其放棄的

最高數目下降， MV 曲線向下移，圖 2.6 顯示當實質收入增加如何影響正

常物品的 MV 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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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 

MV' Q 

[/Jf/2. 6 正邠紡温之孜入岐應」

若物品 X 為劣等物品，則實質收入增加會令 MV 曲線向下移動，如圖

2.7 所示，而實質收入下降則令 MV 曲線向上移動。

MV 
31 

I 
。

Q 

【圓 2. 7 多｀孚吻品之孜入效應】

2) 產權

消費者購買某種物品，嚴格而言是購買此種物品的局部的產權。比

方説，消費者購買冷氣機，其實是購買冷氣機的使用權和轉讓權，

但並沒有購買冷氣機滴水權。倘若広例頒佈冷氣機滴水不用罰款，

那垕消費者購買冷氣機無形中多了為水權，消費者便會願意放棄多

些其他物品去獲取—單位冷氣機，故此 MV 曲線向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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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費用

狹義的交易費用泛指交易中除卻物品價格外，—切其他相關之可貴

資源放棄。每—宗交易，若消費者需要付出交易費用（如量度費用

和訊息費用），那麼消費者對其產品的價值亦隨之下降， MV 曲線

將下移，下移的垂直幅度反映消費者於每單位物品交易時所付出的

交易費用，如圖 2.8 所示。亦因如此，很多賣家願意提供一些產品保

証和保養，藉以減低消費者之量度費用，從而令整條 MV 曲線向上

移，這樣，賣家便能收取較高的價格。當然，由較高價格所帶來的

收益必須高於提供保訌和物品保養的成本，否則，賣家是不會提供

保養。

訊息費用越高，消費者對該物品的價值便越低。若同－種物品在市

面上有不同的價格，尋選成本便上升，這會減少物品之邊際價值，

32' 邊際價值曲線向下移，供應商的回報減少。亦因如此，供應商們頗

願意統—某物品之價格，藉以減低消費者之尋選成本，從而令物品

之邊際價值增加，供應商由此可收取更高的統一價格。

MV 

。
MV' Q 

［圄 2. 8 交易韋房】

4) 消費者喜好的改變

若消費者對某物品的偏愛程度增加，其顥意放棄其他物品的最高數

目便相應上升， MV 曲線便會上移。不過，由於我們不能觀察消費者

喜好的轉變，故此，經濟學家甚少利用消費者喜好去解釋消費者行

為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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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囪女士
M心 1111=1

D 當消費者發覺對某物品的邊際價值高於它的價格時，他冉購買該

物品。這顯示該消費者願意放棄的最高價值高於他實 質放棄

的價值，這出現「消費者盈餘」。當消費者的邊際價值等同價格

時，他將停止購買該物品。消費均衡是指 "MV=P" '總消費者

盈餘為之最大。

0 價格反映物品在邊際上的價值，而非其總值。水的供應之多，令

其邊際價值處於較低水平。基於「 P=MV 」這—條件，水會較

為便宜；相反地，鑽石過於稀少令其較為昂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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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行為

3.1 交易理論

上章主要探討的是消費行為，本章將承接上章的邊際價值概念，再

配合交易模式來解釋消費者之交易行為。我們所關心的包括人們為何交易

和如何進行這種合約行為。

在分析中，我們假設了 1)所交易的物品有明確的私有產權。倘若某
人購買某物品後，並不可使用和將它轉售，他根本不會購買。沒有人願意

貿易一些沒有私產保障的物品； 2)交易費用不存在。貿易本身是—種免費

物品，人們一旦發覺貿易有利可圖，他們便樂於進行貿易。

基於以上假設，設消費者 A 和 B 的邊際價值曲線為圖中 3. 1 的 MVA 和

MVB' 消費者 B 原初擁有 O* 數量的物品 x, 而消費者 A 則沒有。那麼，

他們會否進行貿易？若會，則貿易方向將如何？交易數量和物品之最終調

配又如何被決定？而定價形式又會怎樣？我們將於本節回答以上所有問

題。我們可將分析細分為四個步驟·

3 5 

M v f 

。

I 
l 一｀

' '~ 
MVB 

MVA 

! Q 

［圓 3. 1 純爻易楳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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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界定消費者的邊際價值

交易的出現，並非因交易的某—方有過多的物品，而另一方則有所不足，

究其因，是交易雙方的邊際價值不同，這是產生交易的必須條件。圖 3. 1 

顯示，由於消費者 B 擁有 O* 數量的物品 x, 故其邊際價值在 G 點；至於

消費者 A• 基於沒有物品 x, 其邊際價值在 F 點。明顯地，兩者的邊際價

值有所不同，暗示交易將帶來利益。

邊際價值的不同暗示潛在的貿易得益，它是交易得以進行的必須條件

步驟二：決定交易方向：誰是賣方和買方？

由於消費者 A 的邊際價值高於消費者 B , 故此，消費者 A 將會成為買方，

而消費者 B 則是賣方。

36 
步驟三：替賣方繪畫出—條提供曲線

基於消費者 B 是賣方，在分析過程中，我們有須要繪畫一條消費者 B 的提

供曲線。所謂提供曲線，是將消費者 B 的邊際價際曲線由右至左反轉，如

圖 3.2 之 OB 曲線所示。由於邊際價值遞減定律，提供曲線是向上傾斜的。

此曲線反映消費者 B 在出售額外每單位物品 X 時，要求所收到物品丫作為

補償的最少數量，這筆數目相等於消費者 B 對該單位物品之邊際價值。

消費者B

【圈 3. 2 交易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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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決定交易量

若比較消費者 A 對物品 X 之邊際價值和消費者 B 提供曲線所顯示的邊際最

低補償，則圖 3.2 顯示由 0 至 Q' 單位，消費者 A 的邊際價值遠高於消費者

B 的邊際最低補償，故消費者 B 會將此部份物品售予消費者 A, 而圖中斜

線部分就是交易所帶來的總利益。因此，基於局限下追求最高利益的假

設，消費者 A 和 B 的交易量為 Q' 。明顯地，當交易完成後，以下條件必定

被滿足：

MV =MV 
A B 

此條件定名為「交易均衡」，暗示總交易利益已達至最高。

基於交易均衡，我門可結論物品的最終調配：消費者 A擁有 00' 單位

的物品 X 而消費者 B 則有 O'O* 單位。然而，這表達手法似欠正統，我們

可以較嚴謹的方広表達這最終調配。由於當交易處於均衡時，兩者的 MV

會相同，消費者 A與及消費者 B 的 MV 均會是 O'E* 。所以若消費者 B 擁有

O" 單位時，他的 MV 正正是 O"E', 跟 O'E* 的高度相同。由此，我們可推

斷消費者 A 和 B 最終分別擁有 O' 和 O" 單位。

以上分析，我們得出—條很重要的理論，稱為「交易理論」，其

要旨為：

若私有產權被界定清楚和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當各消費者之邊
際價值有所不同時，他們將進行交易，直至他們之邊際價值均等
時，亦即當達致交易均衡，交易便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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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以數字例子加深讀者對交易行為的認識，表 A 顯示消費者 A 和

B 之 MV 曲線，設消費者 A 擁有十單位物品 x, 而消費者 B 則沒有，他們會

否進行交易呢？

I單位（物品 X) 1 ? 3 4 5 6 7 8 9 10 

MV A 15 14 13 72 7 7 10 9 8 7 6 

MV B 20 18 14 74 10 8 7 6 5 4 

［表 A 雙才之 AfV】

對 A 君來説，此物品的邊際價值是 6' 而 B 君則是 20 , 明顯兩者的

MV 有很大的差距，在清楚介定的私有產權和交易費用不存在下，第一單

38 位交易的潛伏利益是 14' 按極大化假設， A 君會將此單位售予 B 君，交易

價格則視乎雙方的議價能力，但應在 6 與 20 之間。第二單位的交易淨益是

1 1 (1 8-7)' 他們亦會進行交易。表 B 詳細列出每一交易單位的潛在利益，

當交易量為 5 單位時，雙方的 MV 相同，再不存在任何邊際交易利益，這

是最優化交易量，並符合交易均衡條件。

單位 7 2 3 4 5 6 7 8 9 70 

MV B 20 18 76 14 70 8 7 6 5 4 

。A 
6 7 8 9 70 7 7 12 13 14 15 

潛伏利益 14 7 7 8 5 。
OA消費 A 所要求之最低補償

［表 B 浮伏交易利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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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交易均衡的特殊情況

我們再以另—個例子帶出交易行為另一含義，設表 A 同樣顯示消費

者 A 和 B 之 MV 曲線，所不同的是雙方均具有相同之 MV 曲線（注意．是 MV

曲線），設消費者 A 依舊擁有十單位物品而 B 君則沒有，那麼，交易量會是

多少？

芝~I~~I~: I~3: I~~I~5~I 正［［［三 I ! I 1: 
［表 A 祺向」lfV EiQ線」

表 B 同樣地將 B 君的 MV 曲線和 A 君提供曲線表列出來，當交易量

達到 5 單位時，雙方之 MV 相等（於 70與 7 7 之間），符合交易均衡，交易利 ;39 

益達至最高（為 25) 。

單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MV B 75 14 13 72 7 7 10 9 8 7 6 

。A 
6 7 8 9 70 11 12 73 74 75 

潛伏利益 9 7 5 3 1 

［表 B 差伏爻易利盃」

要圧意的是雙方的 MV 曲線相同，並不是暗示他們沒有可能進行交

易，只要原初所擁有的數量不同，雙方的 MV 便有差異，他們便會進行交

易，直至 MV 相等。而且在這特別情況，交易均衡有一個特點，就是雙方

最終均分物品的總量，現情況為物品總量為十單位，故此 A 和 B 各擁有五

單位。此均衡特點由圖 A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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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

MVA=MVs 

Q 

【圖 A 指向NV 尚線下之辰終紡，名調配】

例三：地鐵儲值車票的交易

過去二十多年，地鐵乘客一直使用儲值通用車票來乘搭地下鐵路，

其剩餘票價容許車票之持有人乘搭任何收費較高之路線。因此，乘客與乘

客之間存有可進行交易的空間。

彼德與約翰於香港大學攻讀經濟學，兩人每天均須乘搭地下鐵路往返大學

與自己的住所，由於彼德住得較遠，因此他所支付的車費較高。—天，彼

德發現約翰原來保留了多張剩餘面值 $0.1 之尾程地下鐵車票。由於交易理

論的啟發，彼德建議跟約翰交易這些尾程車票，他説： 「約翰，由於你

每天只需支付 $6 的地下鐵車費，所以這些地鐵尾程車票對你的價值應是

$6' 可是這些尾程車票對我的價值卻是 $10 。明顯地，我們彼此之間對這

些尾程車票之邊際價值有所不同，潛伏貿易利益，所以，根據交易理論，

我們應進行貿易。」

你認為彼德是否善於運用這條經濟學原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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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易理論之含義

上幾節已討論交易理論的架構及其分析結果，本章則討論其引申之

可被驗證之含義。設以下兩個情況．

1) 設消費者 B 在分析初擁有所有物品 X 。

2) 設消費者 A 在分析初擁有所有物品 X 。

我們關心的是在這兩個不同局限條件下，其分析結果將會如何？

圖 3.3 設 B 君最初擁有所有物品 x, 令 B 君的 MV 低於 A 君，根據 3 巴

1 的分析，分析者會繪畫—條 B 君之提供曲線（圖中 OB 曲線），再與 A 君之

MV 曲線相交決定交易均衡 E', 交易量為 Q'' 均衡的單一價格為 P* 而總交

易淨利益是斜線部份，最後 A 君擁有 Q' 而 B 君則有 0*-0' 之數目。

圖 3.4 設 A君最初擁有所有物品 x, 其 MV 為 OG , 邊際價值為負值，

而 B 君之 MV 則為正值， MV有所不同，具足夠條件進行貿易， B 為買家，

A 為賣家。囚此，圖中顯示一條 A 君之提供曲線(0), 交易均衡為 E"' 暗

示交易量為 O", 均衡單—價格為 P* , 總交易淨利益為斜線部份，最後 B

君擁有 O" 而 A 君則擁有 0*-0" 之數目。

以上兩個分析有兩點相異處：

1) 交易數量．—為 O', 而另—為 Q";

2) 交易帶來的總淨利益：兩個分析的陰影部份大小不同。

然而，亦有兩處相同處：

1) 交易均衡時， MVA=MVB , 其數值在以上兩個分析均—樣，相等於

P* 。瑄—特徵往往有助分析，圖 3.3 之 E" 點是當 B 為賣家而 A 為買

家時之交易均衡；由於當 A 為賣家而 B 為買家時的交易均衡亦有相

同的均衡值（即 P*) , 因此，圖 3.4 中之 E" 點正是相應之交易均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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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無論雙方的 MV 原初數值為若干，交易後雙方的 MV 必然是

P* , 故此兩侗情況的交易均衡都可以在同—幅圖上顯示。

二
P P 

Q' 

【圖 3. 3 

MVs 

Q 

原茘:/};,;名馮 B 君擷有之交易垮侮】

MVs 

Q 

原j,7J汤孟為 A 君擴才之交易垮衡」

2) 第—點説明無論產權歸誰，交易均衡值均相同，亦即雙方之 MV 必須

相等於同—數值上，結果，各人在以上兩個情況所得的最終數量均

相同，消費者 A最終獲得 0'(=0*-0")的數量而消費者 B 最終獲得 O"

(=0*-0')的數量，因而得出以下交易理論的重要含義：

例四：盜竊會帶來資源重新分配嗎？

盜竊令物品的擁有權由被竊者轉移至盜竊者手中，這會否導致資源重新分

配呢？倘若被竊者對被竊物品之價值是社會中最高，交易費用又不存在，

物品依然會輾轉落回被竊者處，這是交易理論含義的應用：當私有產權被

界定清楚及交易費用不存在，物品始終落在最高價值的使用者手裏。當

然，被竊者會因再付出價格而令財富下降，但在收入效果微不足道的假設

下，這只影響財富分配，而資源調配則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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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定價安排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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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説明若交易費用不存在下，交易數量為 O'' 但市場究竟透過何

種定價安排達致此＿交易量呢？一般而言，有以下四種定價形式可供貿易

雙方選擇：

1 . 單一定價：消費者購買物品 X 時，只須於每單位物品付出相同的價

格，便可購得產品，其購買量並無任何限制。其特徵是每單位物品

之價格相等消費者的邊際價值，圖 3.5 顯示此一特徵。

P 

＝洎沿｛」盈囧

;~• 這

MVA ·o 
【圖 3. 5 星一定價】

2. 兩部定價：此定價安排要求消費者付出單一價格前，須繳交一筆名

為「會員費」的定額數目，這筆會員費相等於消費者在單一定價

中所享有的消費者盈餘。由於此筆款項固定不變，不會增加額外單

位物品的支付數目，因此購買量依然是 Q', 圖 3.6 顯示兩部定價下之

消費行為和會員費數值。
P 

P'" 

＝會""費

MVA 

Q' 
Q 

【屬 3. 6 函部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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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部定價：供應商於額外單位物品收取不同的價格，其邊際價格相

等於消費者的邊際價值。基於邊際價值遞烕定律，邊際價格也因此

而持續遞減，如圖 3.7 所示。

P 

MVA Q 

［圖 3. 7 炙部定價】

44 4. 全量或零量定價：此定價安排在價柊和數量上均有限制。設單—收

費 P* 下，消費者計劃購買 O'' 而 O' 的平均價值是 OPAON' 那麼賣方

可以要求消費者在購買 Q' 數量時，所付出的單一價格是 pAON 而不是

P*' 此價格名為「全量或零量價格」，這名稱暗示消費者付出價

格 pAON 時，若購買量沒有達到 O' 這一數目，賣方便不會進行交易。

全量或零量價格的特徵是每單位價格相等於物品的 AV• 如圖 3.8 所

尓°

P 

。

二
2MV~AV 

AVA 

➔Q 

【圖 3. 8 全量戌零量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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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定價形式的數據例子

下表為消費者 A 對蘋果之邊際價值曲線，設每單位蘋果之價格為五

個橙， A 君消費蘋果的最優化量是六個。

竺~I i~I :.51 : 18~5 I : I }51~I }51 ! : 二
若賣家實行其他定價，則收費如下．

1) 兩部定價

a. 會員費＝消費六個蘋果的消費者盈餘

(10-5)+(9-5)+(8-5)+(7-5)+(6-5)= 15 
乜 從量價格：每單位蘋果為五個橙

2) 多部定價

邊際價格由下表顯示．

45 

I 二~I 1~I : I : I ; I : I : I MP: 邊際價格

3) 全量或零量定價

a. 全量或零量定價＝六個蘋果的平均價值=7.5 個橙

b. 數量上的限制：消費者 A 於每次交易必須購買六個蘋果。

以上説明，除了單一定價外，其他三種定價均令消費者無法享有消

費者盈餘。在交易費用為零下，這三種定價使賣家獲取最高收益，故賣方

—定不會選擇單一定價；但在交易費用為正值下，若賣家分別實行此三種

定價的交易費用高於從中所獲得相等於消費者盈餘的額外收益，那麼賣方

便會選擇單一定價。總而言之，定價安排的選擇，是受到消費者盈餘和交

易費用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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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至少有四種定價可導引交易達到 O' 的數量，而本分析亦沒有足

夠的局限條件從而界定交易費用和雙方之議價能力，故此這模式不能推測

買賣雙方將實行那一種定價。

為了哼取消費者盈餘，賣方可以徵收定額會員費，實施多部定價，

或實施數量限制。因此，在現實世界裏，如果我們觀察到某種並非單一收

費的定價方式，我們可以斷定消費盈餘轉化為交易價值，而消費者盈餘也

因而減少。明顯地，消費者盈餘是不能觀察的概念，我們無法得知榨取的

消費者盈餘的數額是多少，但我們可以知道在某種定價方式下消費者盈餘

有沒有被榨取。

舉例來説，在加」州的廸士尼樂園，遊客在進場前要支付定額的入場

費，然在搭乘每一機動遊戲將會槔取。反過來説，香港的廸土尼樂園的遊

客在支付定額的入場後，他但便可隨意的搭乘所有機動遊戲，這收費同閂

包含了兩種產品（進場參觀及機動遊戲），我們可以理解為全量或零量收

賈，這收費方式也能榨取消費者盈餘。當然，如果遊客只是參觀樂圜而對

機動遊戲全無興趣，這便只是單—定價，遊客的消費者盈餘便不會被榨

取。

3.4 市場均衡模式

以上的交易理論分析，只牽涉兩個貿易夥伴，—旦人數超過兩個，

分析便顯得異常複雜。故此，一個較捷衷的方法稱為「市場均衡模式」便

較為適合。以下分析，我們試以二人交易情況為例，運用市場均衡模式，

看看所得的結論會否跟以往分析相同。若然相同，我們便可引申到—些人

數較多的交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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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3. g 亙來愫泥」

這方法假設市場參予者均可在均衡價格下進行任何數量的交易，正

因如此，我們可基於消費均衡決定物品的最終調配。圖 3.9 跟圖 3. 1 相同，

我們依舊設消費者 B 原初擁有 O* 的物品 X 而消費者 A 則沒有任何數量的

X 。消費者 A 的 MV 高於消費者 B 的 MV' 他們會進行貿易藉以抽取貿易

得益。若基於市場均衡去決定物品的最終調配，我們必須引申—條市場需

求曲線。要達此目的，我們只需要將消費者 A 和 B 的 MV 曲線橫向相加。

比方説，圖 3.10 顯示在 P' 時，消費者 A 和 B 的需求量分別為 QA 和 QB , 故

此其總需求量便是 QA+OB' 將 P' 與之連結，我們得出 E'; 同樣原理， P" 時

的總需求量是 QA'+OB', 我們便得出 E" ; 如此類推，求出各價格的總需求

量，並將各相關的「價格—總需求量」以線連結，我們便得出一條市場需

求曲線，這條市場需求曲線是將個別消費者的 MV 曲線橫向相加而得出，

它顯示買家在不同價格下願意及有能力購買之數量。

47 

v M  ̂

MVr= D 

o·,,o·, 
Q 

［圖 3. 10 搓向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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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六：橫向相加

在未探討橫向相加時，我們須辨清以下兩條曲線：

1) 個人之需求曲線：它指出各價格下消費者願意及有能力購買的

最高數量。運用此曲線時，價格是已定而數量是被求解出來

的。

2) 個人之 MV 曲線：它指出消費者額外每單位物品所頠意放棄

其它物品的最高數目。運用此曲線時，數量是已定而價格是被

求解出來的。

由於以上兩條曲線在圖中是同—條曲線，是故在圖中若將它們橫向相加會

得出相同的結果。然而，若所提供的資料是數字，橫向相加的作法便有所

不同。我們先考慮需求曲線，下表顯示消費者 A 和 B 的需求曲線：

P 10 9 8 7 6 5 4 3 2 

Q A 2 3 4 5 6 7 8 9 10 

Q B 7 3 5 7 9 77 13 15 17 

兩條需求曲線的槓向相加結果如下：

P a, 3 10 9 s 8 9 7 12 6 15 5 18 4 21 3 24 ~I 
然而，倘若所提供資料是 MV 曲線，橫向相加的作法便不同了，下表

顯示消費 A 和 B 的 MV 曲線。

Q 7 2 3 4 5 6 7 

MV A 10 9 8 7 6 5 4 

MV B 72 11 70 9 5 2 。
在此情況，橫向相加意即將兩入之 MV 由高至低排列一次出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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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示：

I 二I ;2 I 二 I 二 I~0 I : I : I : I~I : I~0 I~1 
表面上，分別將個人的 MV 曲線和需求曲線橫向相加會得出不同的數

值結果，但在圖中則會得出相同的曲線，名為總 MV 曲線或市場需求曲

線，它們的相異只在橫向相加的作法，而非其在圖中的最終結果。

3.5 交易均衡與交易費用

前段分折我們假設了進行交易時並不牽涉顯著的交易費用，可是，

現實世界裏，貿易伙伴須放棄資源找出對方所在，尋選成本囍可避免。另 49 

外，賣家也需要透過廣告介紹和促銷產品，須支付資訊費用，更重要的

是，消費者須使用資源確保產品質素符合他們之要求，須支付量度費用。

若我們於交易中出現迴些費用，交易均衡與及最優化貿易量（與及物品的

最終調配）會怎樣受影響？

圖 3. 12 之 E* 點是當 B 君原初擁有所有物品時之交易均衡，這均衡成立於

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設現在 A 君和 B 君須分別支付丁CA 和丁CB 的每單位

交易費用。基於單一定價 P* , A 君於每單位的完整支付將會是 P*+丁巳°

這每單位支付的上升令消費者均衡由 E* 移至 E'' 令需求量由 O' 跌至 Q" 。

另一方面， B 君的每單位完整收入則由 P* 下跌至 P*-丁CB' 令供應量由 O'

下跌至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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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圄 3. 12 交易芽房＃在下之交易玲衡】

新的最優化交易是 Q" 而非 Q' 。 A 君所享受的消費盈餘由面積 P*E*S

跌至 E'S "P*+ TC/' '而總生產者盈餘則由面積 P*E*W 跌至面積 E"W

"p,1,_ 丁 C,, 。面積 E'VP* ，'P*汀C,, 是 A 君所承擔的交易費用而 B 君則

是面積 E"VP* "P*-丁 CB" 。明顯地，總面積 E'E" "P*- 丁C/ "P*汀C/'

不再是貿易的總得益，而是支付給其他社會成員作為他們促使交易成功進

行的費用。由於 Q'-0" 再不會被交易，三角形面積 E*E'E" 將不是 A 和 B 兩

人或其他社會成員之得益，它是因為交易費用存在所帶來的社會淨「損

失」。

更重要的是，交易均衡不再是邊際價值等同。交易費用存在下，交

易均衡依然存在著邊際價值的相差，而這相差反映著完整的每單位交易費

用。任何邊際價值的相差高於每單位的完整交易費用便是貿易的得益，它

的存在會令雙方進行貿易。表 3. 1 總結在交易費用顯著與不顯著的情況下

之交易能進行的先決條件和其最終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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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費用不顯著

MV J MV 
A B 

MVA = MVB 

交易費用顯著

I MV - MV 丨> TC 
A B 

I MVA-MVB 丨－丁C=O

【表 3. 1 交易茸房和交易垮衡】

要探討交易費用的影響，我們還有另—方法。圖 3. 7 3 顯示，交易費

用減低了 A 君對額外每單位物品最高頠意支付的數目，這令 A 君的 MV 曲

線由 MVA 平衡下移至 MV'A' 其幅度是丁CA 。另—方面，交易費用卻增加

了 B 君所要求的最低索償額，令 B 君的提供曲線由 OB 平衡上移至 Q's' 其

幅度是 TCB 。面積 SRE**W 是 A 君所承擔的總交易費用而面積 ZVE**Y 則

是 B 君所承擔的。總貿易得益（包括A 和 B 兩人共享的數目）會由三角

形面積 E*SZ 下降至 WE**Y 。雖易交易均衡看似是邊際等同，但要留意的

是圖中的 MV 均包含了從量交易費用的影響。垂直距離 RV 反映了每單位

完整的交易費用， A 和 B 兩人的邊際價值始終存在差距。若讀者細心觀

察，這方法所得出的分析結果跟前方法完全吻合的。

51 

MV 

w 
s,ft 

，辶、＇

『; ·、~·＼的
。

Q 

' 

【圄 3. 13 交易蕘房矽影響之另一潰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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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費用削減貿易得益，因此，現實存在很多安排以降低交易費

用，從而令貿易雙方取回部份貿易得益，以下是—些例字 o

1) 貨幣的引入

以物易物經濟裏，由於每種物品均有其獨特特徵，是故量度費用

非常顯著。貨幣經濟其中—個特色就是引入貨幣從而令交易更為

蜴順。由於貨幣是廣泛為人所接受的交易媒界，其特徵往往被統

—和標準化，貿易伙伴使用較少的時間和資源去界定它，令量度

費用下降。

2) 品質保證與長期合約

品質保證如賣家提供保養股務，能降低買家的量度費用，這提高

了消費者的邊際價值，令賣家可收取更高的價格。只要提供這些

品質保証的成本低於提高價格所帶來的利益，賣家均樂意提供。

另一方面，貿易伙伴亦趨於維繫長期的商業關係，降低貿易雙方

作出欺詐行為的動機，這能顯著地降低迫行遵守合約的費用。

3) 中間人

交易過程中，人們付出資源不單為量度產品，也在於覓得適合的

貿易伙伴。中間人的出現如經紀、批發商和零售商，均能大幅度

降低貿易雙方的尋選費用。中間人由於專業於促成交易，他們能

享有搜集市場訊息的規摸經濟。結果，即使中間人需向買賣雙方

收取佣金，但其總額必定少於買賣雙方直接進行交易的完整的交

易費用。

我們試以圖 3. 14 作進—步解釋，設 MA 和 MB 為中間人向 A 和 B

兩人分別收取的佣金，圖中清楚顯示中間人的存在令 A 君的完

整支付由 P*+丁已下降至 P*+MA; 而 B 君的淨收入則由 P*-TCB 升

至 P*-MB 。新的交易均衡令 A 和 B 兩人的邊際價值拉近，其相

差反映完整的中間人佣金，它令交易量回升至—個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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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Q"Q"' Q 

［層 s. 11 r間人尚脅色】

交易費用的存在令中間人出現，他們專業化於促成交易，他們所帶
來的交易費用下降令交易量上升。

中間人降低交易費用，往往不單止源自他們本身的功能，更重要是

市場競爭。為爭取更多顧客，中間人會透過降低佣金互相競爭。市場的價

格競爭進一步降低貿易伙伴的交易費用，價格競爭的重要性將在第二冊深

入探討，而其中一個主旨就是價格競爭令所有市場參予者只能享有競爭性

回報而巳。

3.7 邊際價值遞減和交易理論

本章的分析建基於邊際價值遞減這一基本假設。換言之，這假設一

旦不成立，所有的結論和含義盡皆失效。讓我們作—粗略探討。圖 3.15 顯

示 A 和 B 兩人的 MV 曲線均向上傾斜，與邊際價值遞減有所抵觸。基於市

場均衡行求解法，我們會將 A 和 B 兩人的曲線橫向相交而得出市場需求曲

線 "o" (要注意的是今回橫向相加是將MV 由倨至高排列）。

市場需求和市場供應相交決定市場均衡 E*' 兩人的 MV 等同於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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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邊際價值遞增的情況下，邊際價值相同再不是交易均衡，因這條

件並不代表在巳有數量下總價值達致最高。反之，這資源調配令總價值達

致最低。這可由 A 君從 B 君手中獲取多—些該物品可見，設為 0'-0** (戎

0***-0") , A 君獲取該段物品令總使用價值上升了，其面積是

ERO**O'' 而 B 君則有所損失，其面積是 SWQ"O*** , 物品的重新調配明

顯地令總使用價值有淨上升。

若我們持續將物品重新調配至 A 君，邊際價值的相差會不斷擴大，

但總使用值卻不斷上升。最後，交易均衡由貿易伙伴邊際價值最大的相差

所代表。這意味所有該物品應由—人所擁有，而該擁有人應是在已有物品

數量下的最高總使用價值那一人。這些推斷均與交易理論的結論完全不吻

合。是故沒有邊際價值遞減這—基本假設，便沒有交易理論。

54 沒有邊際價值遞減這一基本假設，便沒有交易理論：

MV s 
MVA 

P* 

。

MVT=D 

l'Q** Q***Cl Q* 
Q 

.. ·, 

【圄 3. 15 !IV遞堆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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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交易理論，人們進行交易是因為他們發覺對某物品之邊際價

值不同，交易帶來得益。當邊際價值相等，交易便會停止。在沒

有交易費下，交易衡均是 "MVA=MVB" '總交易得益達致最

高。當交易費用存在下，若邊際上價值之相差等於從量的交易費

用，交易均衡便得以滿足。

0 一般而言，定價形式有四種： 1)單一定價，徵收常值的從量價格，

2) 兩部定價．徵收常值的從量價格再加上一個—次過定額會員

費； 3)多部定價，邊際價格等於邊際價值； 4)全量或零量定價，以

套裝出售，消費者只可以一整套購買，並不作個別單位零售。最

後三種定價形式可讓賣家抽取更多的總消費者盈餘，但亦牽涉較

高的交易費用。為追求最高利益，賣家必會選擇扣除交易費用後

最高收益的定價形式。

"" --一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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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費均衡

4.1 效用

在經濟學上，等優曲線分析較「價值方法」更為廣泛用以解釋消

費者行為，其分析始於「效用」這一概念。經濟學者假設消費者能對消費

組合概括地冠以一個指數，藉以反映其喜好的排列次序，若消費組合被消

費者冠以較高之效用摺數，則表示這個消費組合更為受該消費者所喜愛。

效用這概念有以下兩種特徵：

1. 效用本身並不反映消費組合所帶來的滿足隈；正如恆生指數反映股價—

般移動的方向—樣，效用只反映消費者喜好的方向。我們試以—例加以

説明，假設瑪莉對蘋果、鮮橙和香薫之喜好如下：

水果

效用

蘋果

6 

鮮橙

。

香蕉

-2 

【表 4. I 水裴之效房」

根據上表，對瑪莉而言，蘋果優於鮮橙，而鮮橙則優於香蕉；這有限的

資料足以令經濟學者指出瑪莉會選擇那一種水果。這種效用稱為「序

數效用」，為近期代經濟學所廣泛使用。

傳統經濟學有另—種效用概念，名為「基數效用」，它能表示滿足程

度。比方説，若上表所示的效用是以基數為量度本位，其數值顯示蘋果

為瑪莉帶來滿足氖而鮮橙則沒有，至於香蕉反令瑪莉覺纘不快。因此，

基數效用除反映消費者的喜好次序外，更量化了消費者從消費所帶來的

滿足咸。然而，基數效用所提供這一額外資料對推斷消費行為卻沒有任

何幫助，反而令有關分析弄得更為複雜。所以，經濟學者寧選用較簡單

的序數效用；由於效用數值之相差並不代表額外的滿足威，所以，並沒

有邊際效用的概念。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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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要某一數字系統能對消費組合的喜好排列作出相同標籤，便能用作形

容相同的喜愛偏好，因此，序數效用所採用的數字系統並不是獨—無二

的。比方説，若上表之數字為 70 、 9 、 8 或- 7 、- 70 、- 7 2 兩組數字
所代替，這並不意味喜好上有任何改變，這是由於其喜好排列次序跟原

來相同。

4.2 效用極大化

在等優曲線分析中，經濟學者假設消費者會追求最高效用，亦即消

費者會選擇最傌愛的消費組合。正如第—章提到，效用極大化本身是否真

埕並不重要，經濟學者只是以效用極大化這一基本假設為基礎，再配合—

些可被驗證的條件，從而引申出可被驗證的推斷。只要這些可被驗證的推

斷與現實世界相符，極大化便視作有助於解釋及推斷。事實上，效用極大

化結合等優曲線架構，讓我們對消費者在不同定價下的行為有更深入的認

織。

雖然效用這—概念在探討消費者行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這並不

表示缺少它便無法進行經濟分析，經濟學者可以其他概念（如消費者盈餘）

取替。然而，若沒有極大化，經濟學便無法獨存。羞並不是因為沒有極大
化這—基本假設，便不能引申可被驗證的推斷。事實上，其他社會科學並

不以極大化作為基礎，但仍能引申可被驗證的推斷，而經濟學最大特色是

利用極大化假設限制經濟學命題的形成，因此，差不多所有經濟學模式均

是極大化模式；經濟學者會視沒有極大化假設的分析為其學術範圍以外的

分析。透過此書，你將會體會不同的極大化準則如何成功地解釋人類的各

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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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預算局限

在選擇最偏愛的消費組合之前，消費者會先界定可供其選擇的消費
組合，而等優曲線中的局限線正好完全體現此功能。現在，就讓我們嘗試
繪畫一局限線吧！假設—消費者決定要購買物品 X 和 y, 在作出決定之
前，他須清楚知道他能使用並支付每一物品 X 和 Y 的數額，有關資料如
下。

名義收入(M) : $10 

物品 X 之名義價格(P): $2 
物品 Y 之名義價格(P) : $1 

若消費者將他所有的金錢收入投放於物品 x, 他能購買 5 個單位；
若他將其所有的投放於物品 y, 則能得到 10 個單位。又或者，他也可以用
部份的收入購買物品 X 而另一部份購買物品 Y 。那麼，相應的消費組合便
包含了超過—種物品。表 4.2 顯示在限定的名義收入和物品 X 、 Y 的名義
價格下，可供消費者選擇的消費組合。

消費組合 物品X 物品 Y

A 。 10 

B 1 8 

C 2 6 

D 3 4 

E 4 2 

F 5 。

均衡

［表 4. 2 可存矽消堯，瓿合】

透過將消費組合繪畫並連接起來，我們便可以得出圖 4.1 的局限線。
定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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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B 

B 
x 

【屬 4. 1 殯軍，線】

消費者能選擇沿局限線或在局限線以下的任何消費組合，亦即圖 4.1

中虛線部份。若要更清楚了解局限線，我們必須明白影響它位置及斜率的

因素。在回答這問題之先，我們先看三個名義變數：名義收入、物品 X 及

Y 之名義價格。然而，在經濟學上，人類的行為是由實質價值，而非由名

義價值所主導。當消費者發現其名義收入和所有物品之名義價格以相同幅

度上升時，他的行為不會作出任何有意義的實質改變；因此，我們應將這

些名義變數轉化為實質變數。

實質收入

首先，我們須調整名義收入。由於該模式中有兩種物品，我們可用

實質物品以表達收入，其方法有二。

以物品 X 為量度單位的實質收入：

名濰收入 $10 
== 

吻'JI, X之名蠢價格 $2 
5單位X

以物品 Y 為量度單位的實質收入：

名濰收入 $10 
== 

吻品「之名蠢價格 $1 
10單位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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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種表達實質收入的方法可分別從圖 4.2 中的 B 點和 B' 點表現出來。
明顯地，實質收入越高，局限線便越高。因此，消費者將發現其消費機會
擴張，使他能選擇更為偏愛的消費組合。這可得出以下的總結：

Y 

x 差/̀  

B 
x 

［屬 4. 2 ffi軍，線尚盆芷】

第二和第三個須轉化的名義變數是物品 X 和 Y 的名義價格。定義
上，某物品以另一物品作為量度單位便稱為「相對價格」。相對價格是—
物品與另—物品之比例，用以量度得每一該物品而需放棄另一物品的數
目。 X 和 Y 的相對價格分別計算如下。

相對價格

以 Y 為量度單位的 X 之相對價格：

p $2 
--2.. =—= 2 單位 Y
鬥 $7

而以 X 為量度單位的 Y 之相對價格：

p $7 
－辶＝—= 0.5 單位 X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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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相對價格可從兩個名義價格的比例計算出來，它跟局限線

的斜率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圖 4.3 中，局限線之斜率是 10/5=2 正正反映出

X 的相對價格；而它的反向值為 1/2• 亦正正是 Y 的相對價格。當 x 的相

對價格下跌（當 Y 的相對價格上升），局限線會越平坦；因此，我們可

作出以下結論：

Y 

B 

B X 

【圖 4. 3 瀆享線葯斜率】

局限線的斜率是由相對價格所決定。

4.4 等優曲線分析

在指定的局限線下顯示了可享用的消費組合，效用極大化假設消費

者將選擇最偏愛的組合。自然地，我們須找出方法以表達每一消費組合的

喜好次序，而等優曲線正好完全符合此功能。讓我們看看如何繪畫一條等

優曲線。假設表 4.3 顯示的消費組合相同地為該消費者所喜愛，而有關的

消費組合顯示在圖 4.4 。透過用線連結所有的消費組合，我們便得出一條

等優曲線。定義上：

等優曲線：顯示對消費者而言，所有相同喜愛的消費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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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賀紹含 X y 

A 2 3 

B 4 2 

C 6 7 

D 8 6 

E 10 5 

［表 4. 3 指同喜愛矽消鋯頜合(I) 」

Y 

1098765432 11 

63 

QI I I I I I I I I I I I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X 

［圓 4. 4 不規則薴嵒尚線】

然而，等優曲線很少會如圖 4.4 那般不規則地出現。為了令分析更易

於掌握，我們對消費者喜好加入了—些限制。首先，我們假設物品 X 和 Y

均是好物品；在定義上，但凡消費者喜歡寧多毋少的物品，均為好物品。

其次，在圖 4.5 中，由於組合 Z 較組合 A 包括更多的 X 和丫而組合 W較組

合 A 包括更少的 X 和丫，我們不可能貫穿 Z 、 A 和 W 點而形成一等優曲

線。



髓體經濟學
~ 一－－－

第四章：消賚均衡
~_ 

消費組合 好物品 X 好物品 Y

A 1 10 

B 2 8 

C 3 6 

D 4 4 

E 5 2 

【表 4. 4 指向嘉愛尚消蕉鈕合(II) 】

因此，要建立一條貫穿組合 A 的等優曲線，我們必須將所有消費組

合（當較多 X 時則較少 y, 或較少 X 時則較多 Y) 連結起來。表 4.4 便是一

典型例子。明顯地，由於假設物品 X 和 Y 均是好物品，它們兩者間具互相

抵銷之關係，這顯示消費者願意放棄一物品，以換取另—物品，並符合替

代的假設。這假設否定了所謂必需品和基本需要的存在，並指稱所有物品

均可以在邊際上互為替代。

Y 

•z 

A 

•w 

。
x 

【圖 4. 5 劵代假設】

等優曲線的斜率顯示消費者最高願意放棄 Y 的數量，以換取每—額

外單位 x; 這便稱為以物品 Y 換取物品 X 的「邊際替代率」。舉例説：在

表 4.4 中，當消費者選擇組合 B 而非組合 A• 那表示他願意放棄兩單位物

品 Y 以換取多—單位物品 x, 而他的效用水平仍維持不變。所以，換取 X

之邊際替代率是 2 個單位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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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品丫換取物品 X 的邊際替代率(MRS)反映消費者獲取額外—物品

X 時，他願意放棄物品 Y 的最高數目。

雖然一條直線的等優曲線看似較為簡單，經濟學者卻不會以之為分

析，此乃由於它反映消費者在持續消費物品 X 下，他願意放棄相同數量的

物品丫。換言之，邊際替代率維持不變。但這特性卻與我們的直覺相抵觸

．若消費某物品越多，便失去其新鮮感。幸好，等侵曲線尚有其他形狀可

以滿足替代假設，而又更容易為經濟學者及大眾所接受。圖 4.6 類示等優

曲綿凸面向圓黠，這特生碰保消費組合沿等優曲線向下移（如由 0點下移至

E點及至F點），其相應的斜率會持續下降，這暗示邊際替代率遞減（建議讀

者參照技術討論）。因此，經濟學者多斷言等優曲線具遞減的特生而名為

「邊際替代遞減假設」。

技術討論：邊際替代率(MRS)之微細量度
65 

為方便研究，有時我們會假設—消費者能在市場內購買詞限單位的某物

品，因此，我們能量度出該消費者很少數目的 MRS 。讓我們試想想下

圄，沿等優曲線的 A 點至 B 點，其以物品丫換取 X的邊際替代率是：

!J.Y 
!J.X 

MRS= Y  ̂

若 A 點沿等優曲線向下移以至貼近

B點，我們會發現以物品丫換取X的

MRS 斜率相應遞減。在檯端的情況

下，當 A 點緊貼 B 點，相應的 MRS

可從相切於 B 點反映，而所量度的

單位非常微細。在往後的等優曲線

硏究中，我們將以此衡量 MRS 的微

細方法。

" 

TT 

' 

,
<
、

阿

。 \ ,T'T" ----------i T > X 

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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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D 

E 

F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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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 4. 6 /IRS 遞域】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並不能解釋等優曲線的形狀，它被斷言為凸面

向圓點或跟邊際替代(MRS)遞減一致；換言之，凸面向圓點或 MRS 遞減可

璽薑 互為表示並描述了某些事情，其底蘊會隨後再作詳述。

消費者的喜好不是單從一條等優曲線所代表，而是從—系列的等優

曲線所顯示（或稱為等優圖）。由於 X 和 Y 均為好物品，偏向東北方的等優

曲線更為被消費者所喜愛。因此，經濟學者以之為較高效用的標誌，如圖

4.7 所示。明顯地，效用最大的功能是標誌等優曲線之喜好排列次序。

Y 

U"' 

' 
' ' uu 

。
x 

【圓 4. 7 姜妊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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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圖中，我們可道出標誌消費組合的喜好排列次序。我們下一步

須找出最為消費者所喜愛的消費組合。當然，消費者不會選擇低於局限線

的消費組合，因為消費者較偏愛那些在局限線上之組合。另—方面，消費

者的收入卻不足以令他享用那些在局限線以上的組合。結果，他將沿著其

局限線決定其消費點。

讓我們細看圖 4.8 中的 E' 點和 E" 點，它們均觸及等優曲線 U 。明顯

地，消費者並不會選擇它們；因為任何趨於 E* 的消費組合均能產生更高

的效用。故此，所選擇的組合會移至局限線跟等優曲線 U' 之相切點，這正

是組合 E* , 這組合容讓消費者觸及最高的等優曲線，並滿足了效用極大
化之假設。 Y 

。

U' 
x 

［圖 4. 8 聶優仡消蔚】

明顯地， E*點便是消費均衡。現在，我們嘗試細察這均衡。我們再

次從圖 4.9 的 E' 點和 E" 點開始， FF 之斜率反映沿等優曲線 E' 之斜率，顯

｀示消費者換取 X' 之邊際替代率，而沿局限線的相應斜率則表示相對價格。

FF 線斜率越較局限線為傾斜，這表示：

MRS= l-11y/ L1X I > P) Py 

它告訴我們換取 X 之邊際替代率大於其相對價格。由於消費者願意

放棄之最高數量大於他實際的付出，鼓勵他購買更多物品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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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在 E" 點時， F'F' 線顯示換取 X" 之邊際替代率，較代表相對價格的

局限線之斜率為平坦。因此， E" 點符合以下情況：

MRS= 1-Lly/ Ll)(I < PJ Py 

在 E* 消費均衡點時，由 BB 所反映的局限線和等優曲線之斜率相

等，這顯示換取 X* 的邊際替代率等於其相對價格，亦即：

MRS= 1-Lly/ LlX I = PJ Py 

在此情況下，消費者願意放棄之最高數量等於他實際付出之數量，

該消費者將維持其消費行為而不打算作任何改變。這同時證明為什麼 E*

是消費均衡而 X* 和 Y* 是消費者之均衡需求量。總結如下：

大致上，等優曲線分析之消費均衡可定義如下：

MRS= f~Ay!Axl:::;, Pt/Py 

亦即當局限線與等優曲線相切，以確保效用得以極大化。

Y 

。

F'}~E• 
, l 

二
X* X' 

X 

【圖 4. 9 晨嵒亻七洸騖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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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優曲線除了之前所討論到的形狀外，等優曲線也可以凹面向圓
點，如圖 4.10 所示，而這跟替代假設亦相符。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採用這

形狀的等優曲線呢？其原因在於所暗示的遞增邊際替代率跟我們的直覺相

違背。更重要的是，它產生與我們日常消費不—致的可被驗證之推斷。讓

我們看看這形狀究竟在那裡出現問題。

Y 

。
x 

【圖 4. 10 四面向囿點】

從圖 4. 11' 你可得知在此特性下，等優曲線跟局限線之相切點不再
是最為消費者所偏愛。任何沿局限線而又離開該相切點均能觸及較高的等

優曲線，令消費者得到更高的效用水平。其最終結果是局限線邊界的一點

可觸及最高的等優曲線。圖 4. 11 表示 E* 點為消費均衡，然而，這消費均
衡看來很奇怪，名為「隅角解」。一般來説，等優曲線是凸面向圓點能引

申「內點解」以作為消費均衡，如圖 4.12 所示。明顯地，在等優曲線是凸

面向圓點和凹面向圓點之不同情況下，消費均衡會有很大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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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凹面向圓點 Y 凸面向圓點

\ 

。I \ ---u 

~x >X 
B B 

< /Jf/4. 11 隅危鮮】 【屬 4. 12 內點鮮】

但是，最重要卻在於從它們所引申之可被驗證的推斷。當凸面向圓

點時，「內點解」暗示消費多元化，以致 X 和 Y 可維持平衡消費。然而，

當凹面向圓點時，「隅角解」暗示消費專門化，以致消費者單單享用一種

物品。事實上，這消費習慣很不平衡，因此，我們放棄採用凹面向圓點。

表 4.5 總結凸面和凹面向圓點之不同處。

凸面向圓點 凹面向圓點

邊際替代率 遞減 遞增

消費均衡 內點解 隅角解

可被驗證的推斷 消費多元化 消費專門化

有用性 跟可被驗證的事實相符 跟可被驗證的事實不符

【表 4. 5 凸面向囿點及四面向囿點紛兌別】

要注意的是我們並不是説凸面向圓點絕不會出現隅角解。而原則上，倘若

等優曲線非常平或非常斜，均有機會出現隅角解，如圖 4. 7 3 和圖 4.14 所

示，但它們並未如凹面向圓點般如此絕對性地得出隅角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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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 4. 13 涯脊矽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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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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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圄 4. 14 涯乎約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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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效用是—些指數隨意地被冠於消費組合上，藉此顯示消費者的喜

好排列次序。它是以序數量度，是故它並不能以邊際值量度。再

者，只要效用能保侍原有的喜好排列次序，它便可用來形容相同

的消費者喜好，所以效用並不是獨一無二。在等優曲線分析中，

我們假設消費者追求最高效用，亦即選擇他最偏愛的消費組合。

D 預算線顯示在已定的物品貨幣價格和充分使用貨幣收入下，消費

者能揀選的消費組合。

0 預算線的斜率反映物品的相對價格而其位置則反映消費者的實質

收入。

0 等優曲線顯示消費者有相同的偏好排列次序的消費組合。對於等

優曲線的形狀，我們有兩個限制，其一是替代假設：等優曲線必

定是向下傾斜，其二是邊際替代率遞減定律，等優曲線必定是凸

面向圓點。

0 等優曲線分析的消費均衡是預算線與等優曲線的相切點，它確保

效用達致最高。

D 若等優曲線是凹面向圓點，邊際替代率是上升的，相應的消費者

均衡是—隅角解，令消費更為專門化。由於這推斷與我們消費習

慣不吻合，經濟學家放棄這基本假設而選擇凸面向圓點的等優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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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效果

5.1 收入效果

上一章指出消費者面對的主要局限條件包括實質收入和相對價格，

當此兩種局限條件改變，消費者的最優化行為會作出何種變化呢？這是本

章和下—章的討論核心。我們先探討實質收入改變所帶來的效果，消費者

的實質收入增加可歸因以下兩種情況：

1)所有物品之名義價格不變，而名義收入增加；或
2)名義收入不變，所有物品之名義價格以相同幅度下降。

75 

上章指出實質收入增加令消費者的預算線由 BB 平衡上移至 B'B'• 如圖 5.

1 所示。

Y 

B 

u 

。
巳
》

B x 

［固 5. 1 Jf奮孜入葯攻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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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消費者會發覺消費機會擴張，容許消費者於新預算線 B官選擇更為

喜愛的消費組合，但何霓是新的消費均衡則視乎物品 X 和丫之品種。一般

而言，按照實質收入改變所作出的反應可將物品分為兩類。

正常物品：其需求量跟實質收入成正比關係。

劣等物品：其需求量跟實質收入成反比關係。

基於以上的分類，實質收入改變所帶來的效果有以下四個可能情況。

5.2 情況一： x: 正常物品 y: 正常物品

若物品 X 和丫均是正常物品，則消費者的實質收入增加將帶動兩者

的需求量增加，新的消費均衡便會是預算線 B'B' 之 AC 線段內任何一點，

設圖 5.2 之 E** 為新的消費均衡，顯示物品 X 由 X* 增至 X** 而物品丫則由

Y* 增至 Y** 。這些需求量的增加乃由於預算線平衡向上移，而導致這變化

乃源自實質收入增加，是故這些需求量變化稱為「收入效果」。

收入效果：所指的是因實質收入改變所導致的需求量變化。

以上可見，實質收入增加令物品 X 和 Y 的需求量均增加，收入效果

是正向的。要注意的是這裹的用詞是「正向」，意即需求量增加。勿將此

與上述正常物品定義的「正比」一詞混淆，它指出需求量跟實質收入包含

何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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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B 

',-------

IEj I* 
'1----------

E*i 
I 

' ' ' ' 

U" 

。 B 
x 

『i
E

【圄 5. 2 孜入效裴】

若將各實質收入的消費均衡以線連結一起，便得出一條「收入消費

曲線(ICC) 」，如圖 5.3 所示。在現時情況，物品 X和物品 Y均為正常物品， 77 

ICC 將指向東北方向。

收入消費曲線：曲線上每一點均代表不同實質收入下

Y 

B 

U" 

。 B 
x 

【圖 5. 3 仗入消蕉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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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情況二： x: 劣等物品 y: 正常物品

若 X 為劣等物品而丫為正常物品，則實質收入增加所帶來的新消費

均衡會是預算線 AB' 部份任何—點，物品 X 的收入效果為負向而物品 Y 則

依然是正向，相應的收入消費曲線則指向西北方，如圖 5.4 所示。

y ICC 

B 

s;::----一'_)'

。 B x 

［圖 5. 4 X馮豸孚汤品】

5.4 情況三： x: 正常物品 y: 劣等物品

若 X 為正常物品而 Y 為劣等物品，則實質收入增加所帶來的新消費

均衡會是預算線 B'C 部份任何—點，物品 X 的收入效果為正向而物品 Y 則

依然是負向，相應的收入消費曲線則指向軸橫，如圖 5.5 所示。
Y 

。

\- \ 

x 

［圓 5. 5 Y 為麥芋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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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情況四： x: 劣等物品 y: 劣等物品

邏輯上，基於「寧多毋寡」的基本假設，是不可能－籃子物品全

是劣等物品的。倘若物品 X 和 Y 均為劣等物品，負向的收入效果令消費者

因實質收入增加而揀選之消費組合會向原心點方向移而預算線卻從相反方

向作出移動，如圖 5.6 所示。最終的消費均衡藏於預算線內，這當然不是

消費者最為偏愛的消費組合，那麼，消費者為何不捒選預算線上之組合

呢？若再構想一個極端情況，設消費點始於原心點，亦即是一伺空組合，

便發覺—旦實質收入增加，組合內之物品均是負數量，這是—個非常奇怪

的結果。正因如此，此情況不可能有消費曲線。

' " 9 E 
✓ 

E'" / 
X 丶

B' ,-。

［圓 5. 6 蘑才汤品均為多芋汤温之不可紇】

5.6 需求的收入彈性

定義上，需求的收入彈性最主要量度物品需求量囚應消費者之貨幣

收入改變所作出變化的敏咸度。它可由以下公式所表達．

LiQd 

eld = Q 
LiM 
M 

若需求的收入彈性為正值，需求量與貨幣收入成正比關係，相應之物品為

正常物品；若彈性為負值，則需求量與貨幣收入成反比關係，該物品是劣

等物品；若彈性為零，兩者毫無關係，亦即該物品沒有收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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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值收入彈性的正常物品下，我們還可作出以下的細分．

7) 高收入彈性(e1d> 1) : 當消費者的貨幣收入上升，它所作出的需

求量會以較大的百分比增加；在巳定貨幣價格下，其相應用於

該物品的總支出亦會增加。經濟學上，這種物品稱為「奢侈
D 
口口 J 0 

2) 單—收入彈性(e1d= J) : 當消費者的貨幣收入上升，它所作出的

需求量會以相同的百分比增加；在已定貨幣價格下，其相應用

於該物品的總支出亦會維持不變。

3) 柢收入彈性(eld< J) : 當消費者的貨幣收入上升，它所作出的需

求量會以較小的百分比增加；在已定貨幣價格下，其相應用於

該物品的總支出亦會減少。經濟學上，這種物品稱為「必需
D 
口口 j 。

奢侈品：隨貨幣收入上升，用於該物品的總支出以較大比例上升。
必需品：隨貨幣收入上升，用於該物品的總支出以較小比例上升。

基於以上定義，當消費者所消費之物品全是奢侈品，當貨幣收入增

加，他便會發覺沒有足夠收入以增加所有物品之消費，這與總名義收入等

於總名義支出這—預算局限有所抵觸，另一方面，若某籃子所包括的物品

均是必需品，則消費者會有過剩的收入，這又抵觸了「寧多無寡」的基

本假設。因此，理論上是不容許—籃子物品全是奢侈品或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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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ICC 與需求的收入彈性

第立章：收．入效杲

收入消費曲線與需求的收入彈性有著密切的閼係。參看圖 5.7; 縱軸

量度貨幣收入，當貨幣收入由 OB 上升至 OB', 消費者增加 X 的需求量。

若我們假設 ICC 為一直線且起始於原心點，消費者用於 X 的支出佔收入的

百分比便會維持不變，即 BM/0B=B'M'/OB'(BM 與 B'M' 分別是貨幣收入

處屄 OB 與 OB' 時用於 X 的支出）。故此，其收入彈性為—。

貨幣收入

B 
ICC' 

E 

BM 

81 
B** 

x 

【圖 5. 7 仗入浮祛為一】

若 ICC 為—直線，且起始於縱輈，貨幣收入由 OB 上升至 OB' 帶動 X

的需求量與及其支出對貨幣收入的百分比均上升。如圖 5.8 所示，當貨幣

收入由 OB 增至 OB', 用於 X 的支出會由零增至正值，其結果是 0/0B<B'M'/

OB' 。該物品需求的收入彈竺高過一，該物品屬奢侈品。

貨幣收入

B ICC" 

BKE 

。

X'B* B** 
x 

【圄 5. 8 高仗入浮祛】



個體經濟學 第五章：収入效果

若 ICC 為—直線，且起始於橫軸，貨幣收入由 OB 上升 OB' 增加 X 之

需求量，但卻減少了其支出對貨幣收入的百分比，這可由圖 5.9 的 0B/0B>

B'M'/0B' 得見（要注意的是當貨幣收入為 OB' 所有收入均用於物品 X)'

需求的收入彈性少於一，該物品屬於必需品。

貨幣收入

B 

ICC" 

団
，
！
＇

-/ -E 辶
BM 

。

B* X'B** 

x 

【圖 5. g 氙孜入燁ti-]

幺囪女七
""心丶 II、口

D 收入效果指的是因實質收入改變而導致的需求量改變。這效果令

消費者購買多—些正常物品而少—些劣等物品。收入消費曲線顯

示不同實質收入水平的消費均衡，它的形狀隨物品種類而改變。

當－籃子物品均是劣等物品時，是無法引申收入消費曲線的。

D 收入的需求彈生量度需求量因應實質收入改變而作出變化的敏咸

度，其不同的數值均對所探討之物品有不同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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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價格效果

6.1 價格效果

上章指出其他囚素不變下，名義收入的改變意味純實質收入的改

變，帶動收入效果。那麼，倘若是名義價格改變，又會作出何種變化呢？

這是本章的討論核心。在未來分析中，我們可見其他因素不變下，名義價

格的改變要比名義收入的改變來得複雜，就讓我們先看看其複雜的因由。

設 X 之名義價格下降，在盡用名義收入下，消費者購買 X 的最高數

量便會增加，因此，圄 6. 7 的預算線由 BB 移至 BB', 相應的消費均衡由 E'

移至 E"', 物品 X 之需求量亦由 X' 增至 X"', 由於導致這變化是因為名義價

格的改變，是故這需求量的變化稱為「價格效果」。
85 

價格效果：指名義價格改變所導致的需求量改變。

Y 

兀、n
> 

PE 

B' 
X 

【屬 6. I 渭洛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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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名義價格的下降，若我們細心觀察相關的實質局限改變，會察

覺預算線處於較高位置而斜率卻細了，暗示 X 的相對價格降低和實質收入

增加。那麼，價格效果所顯示需求量變化是兩個因素所導致： 1)X 的相對

價格降低和 2)實質收入增加。這衍生兩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是：在實質收入不變下，相對價格下降構成需求量變化

的幅度有多大？換言之，我們關心到需求量純因相對價格下降所作出變化

的敏咸度。這需求量的變化幅度稱為「替代效果」。替代效果被武斷為相

對價格跟需求量必呈反比關係，故此，現情況 X 的相對價格下降會令其需

求量增加。

替代效果：所指的是在實質收入不變下，相對價格改變所導致的需

求量改變」情中被武斷為相對價格跟壽求量呈反比關係。

另一條問題是：在相對價格不變下，實質收入增加所構成的需求量

變化幅度又有多大？換言之，我們關心到需求量純因實質收入增加所作出

變化的敏咸度。造需求量的變化幅度早在第五章已述及，稱為「收入效

果」。不像替代效果，收入效果將因物品的種類相異而有所不同，視乎物

品是正常物品抑或劣等物品。

這明顯説明若將相對價格改變所帶動的效果與實質收入所帶動的分開，我

們可將價格效果細分為替代效果及收入效果。然而，當中存在很多技術上

問題，讓我們先以數字例子加深讀者對價格效果之了解，然後再進一步以

圖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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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替代效果及收入效果之數據例子

設約瑟打算購買一個包含蘋果和鮮橙的消贊組合，而蘋果和鮮橙之

市價分別為 $1 和 $2 。按照其喜好，他最終選擇購買兩個蘋果和兩個鮮

橙，這是他的原初組合。

現在，設鮮橙的名義價格由 $2 下跌至$7' 約瑟發覺其 $6 之購買力

上升；要購買原初的消費組合，他現在只須付出 $4 , 額外的 $2 可讓他透

過購買更多其它物品從而擴張消費機會，這反映了他的實質收入增加。面

對鮮橙之相對價格下跌（由兩個蘋果下跌至一個蘋果）和實質收入增加，約

瑟對蘋果和鮮橙之需求量會作出怎樣的改變呢？

替代效果

隨著鮮橙價格的下跌，約瑟只須付出 $4 便可獲得原初兩個蘋果和兩個鮮橙

之消費組合，為求得替代效果，我們須取去約瑟 $2 令其實質收入不變。由

於鮮橙較為便宜，約瑟不會再用其 $4 買回原初的組合，他會購買更多鮮橙

及減少消費蘋果。假設他所選擇的新組合包括三個鮮橙和一個蘋果。明顯

地，他獲取多—個鮮橙而消費少一個蘋果。這需求量的改變純囚相對價格

之改變，故被稱為替代效果。

收入效果

以上分析，假設我們取去約瑟 $2 , 現在我們將之聾還給他，這 $2 讓他有

擴張消費的機會。假設約瑟使用這額外 $2 購買多—個蘋果和—個鮮橙，這

純因實質收入增加而引致的額外需求量改變便稱為收入效果。

明顯地，替代效果和收入效果驅使約瑟購買多兩個鮮橙，這需求量

的總改變稱為（完整）價格效果；另一方面，替代效果和收入效果亦分

別令約瑟購買少—個和多—個蘋果，以致蘋果之需求量並沒有作出任何變

化，亦即價格效果為零。結果我們最終可見約瑟所選擇之消費組合中有四

個鮮橙和兩個蘋果。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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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圖解替代效果及收入效果

第六章：價格－效臬

上節已粗略指出如何將價格效果細分為替代與收入效果，本節則著

重圖解此兩種效果。上節的資料顯示消費者面對以下之名義預算局限。

名義收入 : $6 

物品 X 之名義價格 : $2 

物品 Y 之名義價格 : $1 

基於以上資料，我們可畫出一條預算線 BB 於圖 6.2 中，其位置固定

於橫軸的 3X 和縱軸的 6Y' 而其斜率則為兩單位丫，亦即 X 的相對價格。

消費者原本所揀選的消費組合為 2X 和 2Y' 圖中之巳點顯示此消費均衡。

倘若物品 X 之價格由 $2 下降至$ 7' 其價格效果將如何分割為替代和收入

效果呢？ Y 

B 
6543 

1O 

U' 

4 5 6 
X(正常）

【園 6. 2 孺立線】

替代效果

上節已指出要分割出替代效果，我們必須維持實質收入於原來水平，其方

法是在消費者手中拿去某部份收入，使消費者只恰好購得原來之消費組

合。上節指出消費者只需 $4 便可購得原來之消費組合，是故我們從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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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拿去 $2 , 由此，消費者面對以下的名義預算局限＇

名義收入 : $4 

物品 X 之名義價格 : $2 

物品 Y 之名義價格 : $1 

消費者所面對之預算線由圖 6.3 之 B官線顯示。要注意的是此條新預

算線與舊預算線相交於原來之消費組合 E'' 意味圖中兩條預算線具相同實

質收入水平。但由於新預算線的斜率較低，暗示物品 X 之相對價格較低，

是故由 BB 移至 B'B' 顯示實質局限條件改變只牽涉相對價格，而實質收入

並沒有改變。因此，由相應的消費均衡改變所顯示的需求量改變是替代效

果。基於替代效果包含相對價格和需求量的反比關係，物品 X 的相對價格

下降令需求量增加，設消費組合改變至．

3 單位 X 和 1 單位丫

圖 6.3 的 E" 顯示這新的消費組合，亦是相應的消費均衡。若跟原本的消費

組合相比，消費者購買多—單位 X 而減少一單位 y, 這些改變便是替代效

果，其福度亦顯示於圖中。

Y 
SE: 替代效果

' B 

654 

3 

。 B' 
1 2 3 4 5 6 

► SE 

X(正常）

［圄 6臺 3 舂化效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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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效果

為分割出收入效果，讓我們給回消費者代表著實質收入增加的 $2' 並從圖

6.4 中看看他如何作出消費。這額外 $2 令預算線由 B'B' 向外移至 BB"' 這

平衡移動暗示實質收入增加而相對價格則維持於 lX= lY' 相應的消費均衡

改變顯示收入效果。直至現在，我們假設 X 和 Y 均為正常物品，所以消費

者必須對 X 和丫增加消費，設有以下的改變。

X: + 1 單位和 y: + 1 單位

替代效果令消費者之消費組合內有 3X 和 lY• 加上這 lX 和 lY 的收入效

果，消費組合內便包括 4X 和 2Y 。我們可見隨著預算線由 B'B' 平衡移至

BB"• 消費均衡由 E" 移至 E"'• X 和丫的需求量均有所改變，這些改變被

定義為收入效果。
Y 

IE: 收入效果

巳' 65 

4洱

X(正常）

【圖 6. 4 仗入效表】

圖 6.5 合併了圖 6.3 和圖 6.4 的變化，它顯示完整的價格效果，並如

何從中細分為替代和收入效果。總括而言，對物品 X 的價格效果為兩單位

而對物品丫則為零。要注意的是這分析假設了 X 和 Y 均正常物品。那麼，

我們便會有以下的疑問，倘若 X 為劣等物品，其影響將如何？以圖表達又

有何不同？這些均在下—節論及。



個體經濟學 第六章：價棒效果

Y 

IE 「 SE 」2~·i - -----~~-"、E
1 ------ : -' 

。
i is 1B'B" 

1 2 3 4 5 6 
X(正常）

~ ~ 
SE IE 

6.4 劣等物品

【圄 6. 5 價洛效表】

在 Y 為正常物品下，倘若 X 為劣等物品，那麼，分解過程怎麼樣

呢？首先，我們必須理解到劣等物品跟正常物品在替代效果並無分別，如

圖 6.3 所示，這效果是不受物品品種所影響的。它們的分別只在於收入效

果。隨實質收入增加，消費者減少 X 的消費量，設減少半單位，這釋放了

$0.5 , 加上原來之 $2 實質收入增加，消費者可令 Y 的需求量增加多 2.5 單

位，最終收入效果是：

X: -0.5 單位 Y: +2.5 單位

Y 

p. 
61~ 

[ 

QI i ' 丶。 、 D ) X(劣等）
1 2 2.5 3 4 5 6 

iE 
【屬 -6. 6 多奇琫夕，即矽孜入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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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顯示其相應完整價格效果。在這情況，收入效杲跟替代效果成

相反方向稔動，且抵銷了部份替代效果。結果令劣等物品的對物品 X 的價

格效果少於相應情況的正常物品。消費者隨 X 的貨幣價格下降購買多了

x, 但其幄度較細。當然，我們不能抹殺收入效果完全超越替代效果的可
龍性，這導致有第三個情況出現。

Y 

92 

' 

521O 3'~ 

E s 

A 

E 

X(劣等）

【圄 6. 7 多茅汤。名矽價蓀效表】

6.5 吉芬物品

當作相反方向移動的收入效果超越替代效果，該物品便名為「吉芬

物品」。根據定義．

吉芬物品是劣等物品的一種，其作相反方向的收入效果會完全超越

替代效果。

讓我們看看吉芬物品的圖解價格效果。跟劣等物品類似，消費者會

隨實質收入的增加而減少 X 的需求量。但今回 X 的下降幅度較大，設有兩

單位下降，這釋放了額外 $2 , 除卻原來 $2 的實質收入增加外，消費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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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 購買 4 單位物品丫，收入效果最終為：

X: -2 單位丫: +4 單位

圖 6.8 顯示相應的價格效果，作相反方向移勳的收入效果其顯著程度

遠遠超越替代效果。結果，價格效果顯示消費者 X 的貨幣價格下降減少 X

的需求量。由此可見，吉芬物品的貨幣價格跟其需求量成正比關係。

Y 

。 X(吉芬物品）

［固 6. 8 才芬汤，名葯價洛效表】

讓我們總結本章和前章所得出的結論。在其它因素不變下，貨幣收

入的改變對物品的需求量具不確定的影響，完全視乎物品是正常物品抑或

劣等物品。物品的貨幣價格改變亦帶來不確定的影響，視乎物品是正常物
品、劣等物品抑或是吉芬物品。我們可以從中得知，這些不確定結果均源

自收入效果的存在。表 6.1 總結了以所述。



效用極大化之條件

條件：

1. 實質收入

2. 相對價格

Y B 

條件之改變(I):

實質收入之上升

Y Y 

條件之改變(III):

貨幣價格之下降

（條件I+II)

Y 

B B B 

B x B- x 

條件之改變(II):

相對價格之下降

B_ x B- x 

效用極大化： 收入效果： 替代效果； 價格效果：

Y Y Y 

B _6_' 

u 

B- x 

X: 劣等
Y: 正常

X: 正常
Y: 正常

X: 正常
Y: 劣等

B x 

B 

U" 

B- x 

l)SE t < IE -.I, 
II) SE t > IE -.I, 

Ill) SE t & IE=O 

IV)SE t + IE t 

B-
X 

【表6.1 替代與收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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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替代效果的應用

第六章：償晷炆杲

在未來分析中，替代效果將被廣泛採用，因此，為加深讀者對替代

效果的認識，讓我們再舉一例詳釋這效果的核心理念。設某影碟公司有以

下租影碟之收費選擇：

選擇 A: 消費者可以每單位 $20 租影碟。

選擇 B: 消費者繳付 $200 定額費用後，可以每單位 $70 租影碟。

設某消費者有貨幣收入 $500 , 而他亦慣於每月以選擇每月租碟 20單

位，若他以選擇 B 取替選擇 A• 其消費行為有何改變？

圖 6.9 之 BB 線為該消費者於選擇 A 下所面對的預算線，而相應的均

衡 E' 。若消費者由選擇 A 轉而揀取選擇 B' 預算線會由 BB 移至 B'B', 新

舊預算線相交於原來之均衡 E'' 我們發覺選擇 B 的價格下降（由 $20 下跌至

$70)所帶來的額外消費盈餘($ 70? 0=$200)將被選擇B的定額收費完全所抵

銷。結果，消費者的實質收入維持不變。在這情況下，收入效果不會發

生，而需求量的變化純反映替代效果，基於選擇 B 的預算線較平，該消費

者會被武斷購買多一些影碟，以致均衡點由 E' 移至 E" , 數量亦由 20 單位

增至 O" 。

95 

貨幣收入

500+---_B 

。 B' 
30 
一影碟

［圓 6. g 芽代紋長葯應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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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希克斯分解法

第六章：價格方文臬

傳統上，我們有兩種方法將價格效果分解為替代效果與收入效果，

這兩種方法的出現乃由於對相同實質收入有不同的定義，其分別如下：

7. 史蒂史勒之定義：倘若貨幣收入調節至只令消費者有足夠金錢購
得原來之消費組合，實質收入便視作維持不變。

一直以來，我們均基於史蒂史勒的實質收入定義進行分析，是故這

方法稱為史蒂史勒價格效果分解法。那麼，若我們使用希克斯的相同實質

收入的定義，希克斯價格效果分解法又有何分別呢？

圖 6. 7 0 顯示，當物品 X 的貨幣價格下降，預算線會由 BB 外移至

BB" 。為分解出替代效果，我們必須移去因價格下降所帶來的實質收入增

加。根據希克斯的分解法，我們會將算線平衡向下移直至預算線相切於等

優曲線 U'' 亦即原來之喜好排列次序（效用），這令預算線的位置實現

於 B'B' 之位置，而相應消費均衡改變（由 E' 移至 E II) 顯示替代效果。

B 

B ' 

。 _____. ► 

SE IE 

U" 

B" x 

【圖 6. 10 產兑尚分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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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希克斯分解去跟史蒂史勒分解法在分割替代效果略為不

同，但其相差極為輕微，是故可視作相同。經濟學上，兩種方王均可接

受。若兩者加以比較，則希克斯分解沄較簡單，因其只牽涉兩條等優曲

線；然而，從科學角度，希克斯分解法較遜色，因喜好排列次序是萁法被

觀察的。

另—細緻但相對較重要的不同是史蒂史勒對相同實質收入的定義令

替代效果容許消費者觸及相比原來之等優曲線更高的等優曲線，故此，消

費者能得益。而希克斯的定義則不會令消費者有額外好處，因其替代效果

只能讓消費者觸及相同的等優曲線。這分別某程度對政府政策帶來有趣的

含義，如下—節之討論。

6.8 價格津貼與現金津貼

對有需要人仕而言，相同的津貼數目下，使價格下調的價格津貼遠

遜於直接的現金津貼。讓我們加以引證。圖 6. 7 7 縱軸顯示貨幣收入而橫軸

則量度被津貼的產品。縱軸的垂直距離 OB 是這消費者的貨幣收入。若他

將所有貨幣收入用來購買 x, 他可獲得數量 OB' 的 X 。囚此， BB' 是他的

預算線。價格津貼透過 X 的貨幣價格下降令預算線由 BB' 將至 BB" , 令消

費均衡由 E' 改變至 E" 。這顯示需求量由 X' 增至 X"' 圖中清楚顯示在沒有

價格津貼下，這消費者須付出 BM' 才能獲取 X"' 而在價格津貼下，他只

須付出 BM" , 其相差 M'M" 是政府給予這人消費 X" 的津貼數額。
貨幣收入

97 

。

U" 

X'X" 
B"、 X 

【圖 6. 11 禕黇戲纈葯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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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現在政府將津貼數目由給予生產者轉移至直接給予該物品的消

費者。消費者因此而更得益嗎？在現金津貼 M'M" 下，圖 6. 7 2 顯示預算線

會由 BB' 平衡移至 B*B*• 而其垂直距離是 M'M" 。預算線 B*B* 跟預算線

BB" 相交於 E" 點，這不是—個巧合的結果：在相同的津貼數額下，消費者

當然有能力購買價格津貼下之消費均衡 E" 。

貨幣收入

B* 

B" x 
【圖 6. 12 視金津J/5】

以上分析清楚説明在相同津貼數額下，由價格津貼轉移至現金津

貼，以史蒂史勒的定義，實質收入是維持不變的。然而，其改變卻提高物

品 X 的相對價格，存在替代效果，令物品 X 的需求減少（但卻持有多些貨

幣收入）。根據史蒂史勒的價格效果分解法，替代效果令這位消費之預

算線 B*B* 觸及一條更高的等優曲線 U"'' 如圖 6.13 所示，因此消費可從中

得益。

貨幣收入

B* 

U"' 

U" 

8"_ 
X 

【圖 6. 13 現金津黇尚仡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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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價格消費曲線(PCC)

第六章：價格效臬

根據定義：

不同價格比率的消費均衡。

E 

Y4 

PCC 

。

B 

~ 

PE=SE+IE 
X 

［圄 6. 14 價指消茸尚線】

圖 6.14 顯示在名義收入不變，名義價格比率的改變將消費者預算線

由 BB 移動至 BB'' 而將相關的消費均衡由 E 移至 E"' 。若我們將所有相關

的消費均衡連結起來，我們便得出—條價格消費曲線。換言之，沿著價格

消費曲線移動，顯示著消費均衡的改變，而導致這變化是相對價格的改

變，而當中的變化反映了替代及收入效果。

我們試以—個特別例子加深了解這條曲線的特性。

如圖 6.15 所示，價格消費曲線是—條垂直線，這暗示．

1) 物品 X 的名義價格改變不會引致其需求量的改變，需求曲線亦

是—條垂直線。

2) 這暗示替代效果被相反方向的收入效果完全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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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品 X 屬劣等物品。
Y 

PCC 

B'. 
X 

【圖 6. 15 垂直葯僙褡消蕉尚樣】

另—個特殊情況是與水平平衡的 PCC , 如圖 6.16 所示，要注意的是

縱軸量度貨幣收入。

100, 1) 無論 X 的貨幣價格如何改變，消費均衡固定於某—貨幣收入水

平。

2) 無論 X 的貨幣價格處於何水平，消費者於 X 所作的總支出維持

不變。

3) 這顯示物品 X 的價格需求彈性為一。

貨幣收入

B 

PCC 

U' 

。

B B 
X 

【園 6. 16 察水平乎衡尚慣蓀消苛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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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收入效果的重要性

第六章：價格效臬

本章指出價格改變帶動收入效果。與及此效果之重要性。正因如

此，我們會有以下的疑惑．在消費行為的價值分析法中，我們也曾探討價

格的改變，但少有談及收入效果，似乎該分析遺漏了這部份，現在就讓我

們加以補足。嚴格而言，當賣家實行單一定價，價格的改變定必帶動收入

效果。如圖 6.17 所示，若價格由 P' 下跌至 P"' 消費均衡會由 B 移至 C 。

由於該移動只是沿著—條 MV 曲線上進行，實質收入維持不變，故此由 O'

增至 O'' 之相應需求量改變純由相對價格下降所導致，這反映了替代效

果。 MV

A 

。

i01 

MV* 

Q'Q" Q"' 

" " SE IE 

Q 

［圄 6. I 7 M「方法之放入蚊長】

以上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典型分析。嚴格而言，分析並未終於此。

事實上，從價格下降所帶來的額外消費令實質收入增加。若該物品為正常

物品， MV 曲線會由 MV 升至 MV' 。在相對價格 P" 不變下，實質收入增加

將使消費均衡由 C 移至 F' 進—步再帶動需求量由 O" 增至 Q"' 。定義上，

這是收入效果。

這明顯指出第二和第三章假設了收入效果為零，是故單一定價只會

引發替代效果。但若使分析更為準確，我們該用圖 6. 77 的 MV* 曲線來探討

單—價格改變所帶來的影響，這是由於該 MV 曲線包括了替代和收入效

果。然而，其它定價如多部定價和兩部定價，我們便需要用原來之 MV 曲

線，因這些定價抽取了所有消費者盈餘，故收入效果不會出現。



個體經濟學

總結

第六章：憤格效臬

D 價格效果所指的是因名義價改變所導致的需求量改變。由於貨幣

價格改變導致相對價格和實質收入兩者均改變，價格效果可紐分

為替代效果和收入效果。根據定義，替代效果所指的是在實質收

入不變下，相對價格所導致的需求量改變，它被武斷為物品的相

對價格跟其需求量成反比關係。收入效果所指的是在相對價格不

變下，實質收入增加所導致的需求量改變。其變化方向無去確

定，完全視乎物品是正常物品抑或是劣等物品。

,'-. 

2~ 
。
1 

0 某物品的價格效果無法確定，完全視乎物品是正常，劣等抑或是

吉芬。就正常物品而言，替代效果和收入效果以相同方向作出變

化。就劣等物品而言，兩種效果則作反方向移動，若替代效果依

然遠超於收入效果，價格和需求量依然成反比關係。然而，對於

吉芬物品，替代效果則完全被收人效果所超越，令貨幣價格與需

求量成正比關係。

0 基於兩種對相同實質收入之不同定義，我們有兩個方法分解替代

效果和收入效果。其一是史蒂史勒分解法；預算線持續移動直至

觸及原來之消費組合，這方法令消費者從替代效果中獲益；另—

種方法稱為希克斯分解法，預算線持續移動直至觸及原來之喜好

排列次序，基於維持相同的效用水平，消費者無法從替代效果中

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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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需求曲線與需求定律

7.1 需求定律

垠據定義，需求定律指出：

其它因素不變下，某物品的貨幣價格上升，其需求量下降，反之亦

然。

由於需求定律在經濟分析中扮演很重要角色，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均

欲證明其有效性。原則上，我們有兩個方法：
'~ -丶

105 

n

刀
[

透過現實世界的觀察。

透過理論的引申。

就現實世界觀察而言，由於需求量反映主觀意願，它才可被觀察，

但經濟學家根本氫王訴諸於現實世界從而直接證明需求定律的有效性。事

實上，我們所能觀察的只是交易量，但此數量與需求定律鉺關。再者，我

們很難於我們所活著的社會裏進行實驗，控制其它因素令其不變，而只著

眼於價格與需求量的關係。換言之，我們根本就難以令其它因素不變，即

使是—段很短暫的時間。這明顯説明任何嘗試欲證明需求定律之真偽均徒

勞無功。

由於需求量反映不可被觀察的主觀意願，是故需求定律不可被觀

察，且不能於現實世界被印證其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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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直接實證的不可能，分析者往往退而求其次，訴諸於理論世界

的引申，從而肯定需求定律的有效性。在遍往等優曲線分析中，某程度顯

示出價格是如何與需求量連結，並從中可引申需求曲線。倘若所引申的需

求曲線均是向下傾斜，這便容許我們認定需求定律可被引申，這是本章所

討論的核心，讓我們先了解如何從等優曲線分析中引申需求曲線。

7.2 普通需求曲線

需求曲線主要將貨幣價格跟某－需求量連合一起。我們就以上章的

數字例子加以説明，圖 7.1 (A)的上圖正是圖 6.5 所顯示的變化，當預算線由

BB 移出至 BB" , 這意味物品 X 的貨幣價格由 $2 跌至 $7' 相應的消費均衡

改變（由 E' 移至 E") 顯示物品 X 的需求量由 2 單位增至 4 單位，這價格

與需求量的關係可由表 7. 7 顯示。

PX 
$2 

$1 

d 
Q
_24 

【表 7. 1 需衣尚線】

若將此「價格—需求量」的關係顯示於圖(A) 的下圖，我們便引申

了—條正常物品的需求曲線，由於預算線由 BB 移至 BB" 過程中，貨幣收

入維持不變，嚴格而言，這條需求曲線稱為「相同貨幣收入之需求曲線」

或「普通需求曲線」。這條需求曲線主要顯示因貨幣價格改變所導致的價

格效果。

相同貨幣收入的需求曲線顯示貨幣收入不變下，消費者願意及有能
力於各貨幣價格所將購買之最高數量。

相同的引申方法可應用於劣等物品和吉芬物品，兩者均分別顯示於

圖(B)和圖(C)中。就劣等物品而言，從相反方向移動的收入效果令普通需

求曲線較斜，如圖(B)下圖所示。至於吉芬物品，收入效果超越了替代效果

令價格與需求量成正比關係，普通需求曲線是向上傾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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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分析，我們可引申另一條需求曲線。讓我們先考慮正常物

品，圖 7.1 圖(A)上圄顯示預算線由鷗移至 B'B' 同樣地暗示價格將由 $2 跌

至 $1 , 而相應的消費均衡改變（由 E移至 E')則顯示需求量由 2 單位增至 3

單位，這「價格－－需求量」的闕係顎示於表了.2 。若將這些組合於下圖

顯示，我們可由引申－條正常物品的需求曲線。由於預算線由 BB 移至 B'B'

過程中並沒有改變實質收入，這條需求曲線稱為「相同實質收入的需求

曲線」或「被補償需求曲線」。這條需求曲線主要反映囚貨幣價格改變所

導致的替代效果。

PX 
$2 

$1 

d Q

了
3

［表 7. 2 價褡鍀需芸量葯閼孫」

相同實質收入的需求曲線顯示在實質收入不變下，消費者有能力及

願意於各貨幣價格所購買之最高數量。

前章指出替代效果並不受物品的品種所左右。因此，若相同的引申

方法應用於劣等物品和吉芬物品，我們會得出相同的被補償需求曲線。要

）主意的是被補償需求曲線的向下傾斜是—個武斷結果而非理論的引申，這

是因為替代效果被武斷為價格和需求量成反比關係。

普通需求曲線顯示對需求量的價格效果而可補償需求曲線則顯示替

代效果。兩者的不同在於有否顯示收入效果。由於普通需求曲線包
括了收入效果，它可以不同形狀出現。然而，替代效果因包含價格
與需求量成反比關係這—武斷，被補償需求曲線必定是向下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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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需求定律：被武斷的結果

7.1 節指出需求定律無法被現實世界所證明，於是經濟學家退而求其

次，訴諸於理論的引申。其理念是：—旦等優曲線所引申出來的需求曲線

均是向下傾斜，需求定律便可視為成功地由理論世界引申。但不幸地 7.2

節顯示這嘗試最終失敗了。由於我們可在理論中引申－條向上傾斜的吉芬

物品之普通需求曲線，這理論的可能性名為「吉芬吊詭」，它的存在令等

優曲線分析所引申的需求曲線跟需求定律不吻合。是故，需求定律不可被

引申。

吉芬物品的存在令需求定律無法被引申。

也許我們可作出這樣的申辯：不論何種物品，被補償需求曲線均向

下傾斜，那麼，需求定律不是可被引申嗎？正如過往所指，這結果是一個

武斷而非理論的引申。被補償需求曲線所顯示的是替代效果，而替代效果

被武斷包含價格與需求量成反比關係，是故被補償需求曲線絕不會向上傾

斜。嚴格而言，這種需求曲線並不能作為需求定律的埋論支持點。被補償

需求曲線的向下傾斜特徵是—個武斷而非—個理論的引申。

以上所述，我們可見証明需求定律是枉然的。然而，需求定律於經

濟分析是何等重要，它可引申很多有用的被檢證的推斷（我們將在第十章

磨用此定津解釋行為），經濟學家在沒有其它選擇下，只好武斷需求定

律有效於分析中。

需求定律於經濟分析中被斷為有效

在推斷因物品的貨幣價格改變而導致的需求量改變方向，等優曲線

分析基本上無法引申可被驗証的含義。而事實上，該分析只提供—條套套

邏輯。若物品的貨幣價格下降，其需求量可上升、下降或維持不變，完全

視乎物品是正常物品、劣等物品抑或是吉芬物品。若以此為結論，我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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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問「既是這樣，該物品應屬那一類？」，最有可能的答案是 「天

曉得 l 」。事實上，正常物品、劣等物品抑或是吉芬物品只不過是理論

世界的概念，在現實世界裏卻不可被觀察。故此，等優曲線分析直至現時

為止，仍未能引申有用的推斷。那麼，等優曲線的分析價值在那裏？我們

會在下一章探討其解釋力較強的一面。

75 邊際替代率遞減與邊際價值遞減

雖然在定義上邊際替代率與邊際價值有相同意思，兩者均反映消費

者在邊際上最高醇意付出的數目，但邊際替代率遞減與邊際價值遞減卻不

可視為同—基本假設，這是因為它們應用於不同的理論架構裏。就 MRS 遞

減而言，它發生在一條單—的等優曲線上，意味著這遞咸假設有效於當效

用維持在原定水平，而 MV 遞減之應用則在不受定價形式所左右的大前提

下。由於不同的定價形式有不同的消費者盈餘的存在，它們便有不同的收

入效果。更大的問題是，收入效果的存在有可能令 MV 曲線向上傾斜（吉芬

吊詭），與 MV 遞減這—基本假設相違背。因此，為使 MV 曲線向下傾斜，

邊際價值遞減定律是不受消費者盈餘改變與及收入效果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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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需求定律可由—條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所表示，它顯示在其它因

素不變下，名義價格與需求量成反比關係。

D 由於需求量反映不可觀察的主觀意頤，故此需求定律無法被觀

察。

O 由於等優曲線分析所引申的普通需求曲線與需求定律不符，故此

需求定律無法被引申。吉芬吊詭顯示可存在需求量跟貨幣價格成

正比關係之埋論可能，這是因為吉芬物品的反方向變化之收入效

果可超越替代效果。收入效果的存在令分析無沄確保需求曲線恆

常地向下傾斜。

D 實質收入不變下，被補償需求曲線與需求定律—致，這是因為它

純包括替代效果。但是，由於替代效果是被武斷存在價格與需求

量的反比關係。因此，被補償需求曲線向下傾斜這一特徵只是—

個試斷；而非—個從理論引申出來的結杲。

0 需求定悍最終是被武斷成立，其有效性視乎它可否引申跟現實觀

察—致的可被驗證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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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算線之形狀 優曲線

8.1 定價形式與預算線之形狀

上章指出等優曲線分析無去引申有關物品的價格與其需求量的可被

驗證的推斷，但並不意味這分析失卻利用價值。事實上，若定償多加一些

限制，等優曲線分析實可作出—些對消費者行為方面有建設性的結論。在

本章中，我們先探討定價形式如何左右預算線的形狀，現實世界裏我們可

見很多複雜的定價形式，但倘若我們細心解構這些定價，它們均離不開五

種基本定價。這五種基本定價及其相關預算線形狀於表 8. 1 顯示，我們會

基於此定價形式，配合預算線進一步了解—些較複雜的定價。

應用—：兩部定價

第三章指出兩部定價包括兩部分．

1) 一筆以會員費名義所收取的定額費用；

2) 簡單從量定價。

明顯地，兩部定價是圖 8. 1 之情況(a)和清況(d)之結合。圖 8.2 的 BB 線為單

—定價下之預算線。若賣家實行兩部定價，定額收費那—部份會將預算線

平衡向下移，形成了沿著縱軸的 BB' 垂直部份，而其長度顯示固定的定額

收費。第二線段 B'B' 則平衡於 BB' 暗示相同的從量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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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等值邊際價格 I b) 遞增邊際價格

貨幣收入 貨幣收入

^ 形狀．眶線及向下傾斜 「 形狀：凹面向圓點

X I''X 

c) 遞減的邊際價格 I d) 定額價格

貨幣收入 貨幣收入

钅 形狀：凸面向圓點 j I 形狀：與縱軸平衡
（常與縱軸互疊，

其長度由定額數目

所決定）

X I'''X 

e) 免費

貨幣收入

形狀：與橫軸平衡

x 

【囿 8. 1 五禋墓本定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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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收入

。

U' 
x 

【圖 8. 2 函部定價】

原則上，兩部定價的定額收費該等於總消費者盈餘。這盈餘部份亦可於圖

8.2 求得。由於消費者之原初貨幣收入為 OB• 他可達到的效用水平由等優

曲線 U' 所反映。在相同的效用水平下，消費者若對 X 的需求量由 0 增至

X'' 其願意放棄的最高數目是 BD; 而預算線顯示消費者實際放棄的數目

則是 BE' 相應的垂直相差 DE 便是總消費者盈餘，而其存在讓消費者能觸

及較高的等優曲線 U'' 。所以倘若賣家欲令消費者維持於原來的效用水

平，他應收取的定額費用應是 DE 。

應用二：物品的免費賦予（沒有轉讓權）

圖 8.3 的 BB 為 A君原初所面對之預算線，若A君免費得到 10 單位物品 x,

該些單位的邊際價格為零，預算線便有—與水平平衡的 BB' 直線部份，其

長度反映免費賦予的物品 X數量。若消費量高於 10 單位時，則消費者須於

每單位付出與單一定價相同的價格，因此，預算線有—與 BB 平衡的 B'B'

部份。這條預算線是圖 8.1 中的情況(a)和情況(c)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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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收入

。 B 
x 

【圖 8. 3 没方囍壤權」

應用三：物品的免費賦予（有轉讓權）

接上例，倘若 A 君所收取的 70 單位 X 是有轉讓權，若他不喜歡便可將其

轉售獲取貨幣收入 B*B 。那麼，圖 8.4 顯示，新預算線沒有與橫軸平衡的

BB' 部份，取而代之是多了 B*B' 這一預算線部份，消費機會擴張了，由陰

影部份顯示。

貨幣收入

。 3 
B x 

【圄 8. 4 有囍謾權】

應用四：自助餐

在自助餐中，消費者繳交—筆定額費用後便可任意進食，而不須付出額外

費用，這是定額收費（情況 d) 和零值邊際價格（情況 e) 。圖 8.5 顯

示在單一定價下，消費者支付 BM' 進食 X' 之物品數量。倘若他現在以

此相同數目進食自助餐，預算線便呈 L 狀。要注意的是自助餐的消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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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特別。基於消費均衡 MRS=P)Py' 自助餐的均衡會因零值的邊際價格

而使邊際替代率亦為零值，這意味消費者會繼續進食直至額外單位不再具

有價值。

貨幣收入

B 

M' 

u U" 

X* 
x 

【圖 8. 5 自魴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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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五：流動電話服務收費

設電訊公司提供以下之手提電話服務收費計劃：

1) 消費者於每月先繳付一筆定額款項，這讓他可撥電 100 分鐘而不須再

支付任何費用。

囚 100 分鐘以外的分鐘，消費者須繳交正值額外每單位費用。

貨幣收入

二二E
100 

。

Q' B* 
，流動電話服務（分鐘）

【圓 8. 6 流鎊危語版務仗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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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顯示這定價之預算線，原初的定額費用由沿著縱軸的 BB' 垂直部份所

代表，緊接著的是與水平平衡的 B'B" 部份，顯示首 700 分鐘的邊際價柊為

零值，進一步承接的是一條向下傾斜的 B"B* 直線部份，顯示正值常數邊

際價格。

在此—定價下，消費者若每月會撥電多少分鐘呢？這要視乎消費者的喜

好。強烈的偏愛會令等優曲線較斜，每分鐘的 MRS 很高。故此，消費者很

大機會撥電多於 700 分鐘，如 E** 所示。

相反地，若消費者對流動電話服務的喜愛並不太強烈，等優曲線較平，每

分鐘的 MRS很低。故此，消費者很有機會撥電正 700 分鐘，如圖 E* 所示，

相應的消費均衡是 MRS<P' 意味一旦收取正值的邊際價格，消費者便會

覺得流動電話服務不值使用。

除卻以上兩種情況外，還有第三種較為罕見的情況，就是消費者撥電的分

鐘少於 700 分鐘，這實現於 E*** 點、，其邊際替代率為零。這結果暗示當消

費者撥電致 O' 分鐘時，已發覺該服務在邊際上再不具任何價值。

8.2 等優曲線之形狀

上節已探討定價形式如何影響預算線之形狀，本節則深究那些因素

左右等優曲線的形狀。總括而言，主要有兩個囚素．

7) 物品閬之替代程度：支配等優曲線的弧度。

2) 物品的本質：支配等優曲線斜率的方向。

讓我們詳紐討論此兩個因素。

8.2.1 物品間替代程度

物品間的替代程度支配著等優曲線的弧度。若兩種物品的替代程度

較低，等優曲線會較為彎曲如圖 8.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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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 苓優曲＇＾寸叉縲-

Y 

「

U" 
= U' 

。 X 

［圖 8. 7 芋優萵線＃脣瓜茂】

某極端而言，當 x 和 Y 並不能互相替代，亦即所謂完全補給，等優

曲線是 L- 狀。圖 8.8 顯示除非兩種物品以相同比例上升，否則消費者無法

觸及更高的等優曲線，如圖中由 A 點移至 C 點，只得物品 X 增加，是故效

用依然維於 U' 水平。由此可知，補給品的 MRS 為零。

Y 

U"'> U" > U' 

U"' 

U" 
A c 

U' 

。
x 

~ 

【圓 8. 8 完全請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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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當兩種物品包含以上兩種極端關係，邊際替代率遞減定律並不成

立，而等優曲線亦不再是凸面向圓點。

8.2.2 物品的本質

物品可分三類： 1)好物品：人們偏愛較多其數量： 2)壞物品：人們偏

愛較少其數量和 3)中性物品：人們對其數量並無特別偏愛。—件物品是好

物品抑或壞物品是由消費者主觀地決定的，舉例説，著名影星劉德華對某

些人來説是好物品，但對某些入來説是中性物品。物品的種類亦可影響等

優曲線的形狀。以下是一些典型例子。

情況一：好物品對壞物品

圖 8.10 所示，橫軸量度好物品的數量而縱軸量度壞物品的數量。若

我們欲繪畫一條等優曲線將 A 點與其它點連結，那另一點定然不是消費組

合 B , 我們可見組合 B 要比組合 A 包括更多好物品但壞物品數量則維持不

變，所以組合 B 優於組合 A, 亦即：

B>A 

這證明組合 A 和 B 無法在同條等優曲線上。我們亦見組合 C 遠勝組

合 A, 因前者包括多—些好物品但卻少—些壞物品，亦即：

C>A 

由此，這兩個消費組合亦非在同—條等優曲線上，讓我們看看組合

D' 相比組合 A, 消費者將擁有多—些好物品，但這好處將同—時間被較

多壞物品所抵銷，故此這兩個組合會很有機會被消費者冠以相同的喜好排

序，因此它們可能在同一條等優曲線上，即

D=A 

若將兩個組合連結，我們便得出一條向上傾斜的等優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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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物i 品

/•o 
A4D es 

~•c 
。 好物品

【圄 8. 10 消蔚頜合約蓀刃】

若邊際替代率成立，消費者會對好物品的價值不斷遞減。那麼，當

好物品的數量不斷增加，為維持原來之效用水平，我們必須加進壞物品，

但其升幅便不斷遞減，這令等優曲線向西北方向凸面向圓點，如圖 8.11 所
121 

尓°

就喜好方向而言，等優曲線越向西北方向，消費者越發不喜愛。這

是因為在相同數量的好物品下，較高等優曲線的組合如 B 要較低等優曲線

的組合如 A 包括較多壞物品。

壞物品

U"'> U" > U' 

U' 

Y' 

Y U"' 

。 _X 好物品

［圖 8. 11 好汤，名對懷汤，名約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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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壞物品對壞物品

基於情況—的分析，若 X 和 Y 均是壞物品，等優曲線有以下特徵：

1) 向下傾斜

若 X 和 Y 均為壞物品，較多某—種壞物品便需要配以較少另—種壞物

品，兩個組合才能處於等優，這此消彼長的關係令等優曲線向下傾

斜。

2) 凹面向圓點

基於邊際替代率遞減定律，消費者會隨某種壞物品數量的增加，越發

厭惡它，是故為使在相同的喜好排列次序，我們需以遞增速度調低另

一壞物品的數量。結果，等優曲線是凹面向圓點。就喜好方向而言，

消費者會較偏愛接近西南方的等優曲線，這是因為當中消費組合包括

較少的壞物品。

壞物品

U"'> U" > U' 

A 

U' 

。
壞物品

【圄 8. 12 榎汤，名對懐汤，启葯 JC】

情況三：等優圈

我們會發覺以上兩個情況引申等優曲線頗為繁複。某程度上，我們實可依

賴等優圈引申相關的等優曲線的形狀，如圖 8.13 所示。我們可粗略將等優

圈細分為四部份，每部份顯示相應物品之等優曲線形狀。要注意的是為符

合邊際替代率遞減定律，消費者會較為偏愛內圈，因其相應之組含包括多

—些好物品而少—些壞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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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圍

A B C D 
X: 好 X: 壞 X: 壞 X: 好

Y: 壞 y : 壞 Y: 好 Y: 好

Y  ̂

囯

_Y 

。

囯］

_X 
x 

【圖 8. 13 芋優圈】

情況四：中性物品和好物品

當物品是中性物品時，消費者對它不加偏愛亦不覺厭惡。正因如此，若橫

軸量度好物品，而縱軸量度中性物品，等優曲線是與縱軸平衡的，如圖 8.

14 所示，消費者會較偏愛向右方移的等優曲線，因其相應的消費組合包括

多—些好物品。

中性物品

U'U" U'" 

U"'> U" > U' 

。 好物品

【圖 8. 14 和煤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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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預算線的形狀是由定價形式所支配。一般而言，現實世界裏大

部分的複雜定價之組成部份均離不開五種基本定價形式。不同

的基本定價有不同的預算線形狀，下表清楚顯示它們的關係（設

橫軸量度相關之物品）：

物品的基本定價 預算線的形狀

常值邊際價格 向下傾斜且直

遞增邊際價格 凹面向圓點

遞減邊際價格 凸面向圓點

零值邊際價格 與水平平衡

定額價格 與縱軸平衡

D 等優曲線的形狀由物品的替代程度與及物品的本質所支配。物

品間的替代關係越密切，等優曲線越變曲。某一極端，完全替

代令等優曲線變直；而另一極端，完全補給令等優曲線呈

「 L 」狀。再者，等優曲線的形狀亦受物品的好與壞所影響。

某程度上，等優圖總結物品類別如何影響等優曲線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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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系列共分為三冊，第—冊著重探討個人消費行為，相關

的概念如功用和消費者盈餘有深入的探討。第二冊則探討成

本、經濟租、收入與財富跟生產行為的關係，這些概念均是學

習經濟學的基石。

第三冊則以傳統經濟學所述之市場失靈為起點進行分析，

我們先探討私人與社會成本分歧，除介紹經典埋論｀｀高斯原

埋＂外，我們亦深入探討各種產權制度之效益；末部則申述交

易費用和合約替代之關係與及公用物品的合約選擇。

以上為全系列之結構，冀盼老師與同學閲讀後多加意見，

令本書能作進—步改善。此處要多謝編輯此書之同事，他們不

辭勞苦的伏案工作，不勝咸激。最後要竄激同僚李仁為我英文

版新寫部分作中文翻譯，令此書更具完備。

林德財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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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會成本

1 .1 成本

在未來四章中，我們會探討生產者如何作出極大化抉策。由於生產

行為與成本這—概念息息相關，因此我們會先討論成本，隨後我們會於第

十章指出需求定律的完整成本方法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令其不只應用於消

費行為，更在生產行為廣泛地採用。另一方面，基於生產者可在邊際上或

以全量或零量基礎進行調節，而某程度受成本曲線結構所支配，是故我們

在第三章會介紹多種成本曲線之結構，並以之在第四章引申—些閼於生產

者行為的可被驗証的含義。

某抉策的成本被定義為：

3 

放棄選擇中最高價值那一個或放棄的最高價值其它選擇。

要明瞭成本這概念，我們首要分清資源和選擇的不同，資源本身不

具價值，它是—種手段藉以得到我們所喜愛的選擇。選擇本身包含價值，

亦是抉策者的最終目標。經濟學上，時間、金錢和生產因素屬資源。我們

利用時間參予我們喜愛的活動，如踼足球或游泳；買家用錢購買他喜愛的

食物，如橙或蘋果，生產者將生產因素轉化為最終產品，如恤衫或短裙。

概括而言，資源可有多種使用途徑，從而提供予抉策者多種選擇。在已定

的資源下，當多於—個選擇供某人作出決策，他便面對揀選問題。基於局

限下極大化之假設，最佳選擇便是揀選的價值，而次佳選擇便是其成本。

沒有揀選暗示只得—個選擇，故此，沒有揀選即沒有什麼東西須放棄，因

此沒有成本。

［［當不存在揀選時，成本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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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決策者作出揀選時，除卻最高價值選擇以外，其他選擇均屬他

所放棄的迴擇，但只有放棄選擇中最高價值那一個才是該揀選唯一相關的

其它選擇，任何其它選擇之價值小於最高價值的其它選擇均與決策無關。

囚此，抉策的成本是最高價值的其它選擇，是故「最高」一詞在成本定義

中是非常重要的。

「最高」—詞在成本定義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局限下極大化
下，只有最高價值其它選擇與抉策有關。

4 

機會成本是以選擇而非資源為量度單位，若然，成本便含有誤導成

份。比方説，不同人有不同的時間價值，若機會成本以時間為量度單位，

則各人實際放棄的價值有多少，便難以知道了。而事實上，對於無所事事

的呆子來説，額外時間根本全無價值。但為使分析較為方便，分析者偶然

會以資源粗略地量度機會成本，讀者務須小心處理，理解其所欲表達之意

思。

例—：誰在隊伍內呢？

每朝公共診所門前均出現—條長隊等候診治，而觀察所得大部份為

年長入仕，罕有年青入出現於隊中，他們寧顾付出較高診金光顧私人診

所，而過程中並不需排隊。明顯地，年長人仕與年青人的時間價值分別是

解釋這—現象之主要原因，雖然在公共診所，所有病人均付相同的診金和

等候時間，但年青人的接受門診服務的成本較高，這是因為他們利用時間

所作的選擇較具價值。老年人接受門診服務的成本包括診金和用來睡覺的

時間，但年青人的成本則包括診金和賺取工資的時間，因此較少年青人光

顧公共門診的門診服務。明顯年青人和年老人仕的機會成本有顯著不同，

若成本只以資源（金錢與時間）量度，分析結果便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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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要注意的是，在經濟學裏，所有成本均以放棄選擇中最高價

值那—個為量度單位。不同的成本是針對不同的行為而非成本的本質，比

方説，生產成本泛指所有一人經濟出現之機會成本，而交易成本（或費

用）則泛指所有—人經濟無法構想但在社會中可見的成本。明顯地，生

產成本與交易成本均以最高價值的其他選擇為量度單位，其不同的只在於

行為。

fr 

常犯錯誤：很多同學會錯誤地認為生產成本所指的是生產過程中，

資源的消耗如工資、電力及水費，然而，從經濟學角度，生產成本
之定義相當廣泛，包括所有一人經濟出現的成本。

常犯錯誤：學生往往錯誤地將經濟活動分類，他們誤當運輸費用為

交易費用的一部份。然而，於一人經濟中，魯賓遜亦要放棄時間進

行運輸，它是生產成本一部份。保養費用亦是另一種成本容易被誤
當為交易費用，根據定義，它應歸類為生產成本。

5 

成本的正確應用絕不輕易，而過程中往往會有犯錯的機會。以下分

析，我們會以反例列舉一些錯誤應用成本例子，再加以糾正，説明成本各

層面的特徵，從而提高讀者對成本這一概念的認識。

1.2 完整成本

錯誤應用．觀賞電影的成本是票價。

這是機會成本的錯誤應用例子，成本量度某抉策同時間所放棄的最

高價值其它選擇。當某君觀賞電影時，他同時間放棄以下兩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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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票價所釋放出來的金錢，可用來購買最高價值其它佳物品；

2) 從觀賞電影所釋放出來的時間，可進行最高價值其它活動。

若他不觀賞電影便可得回以上兩個選擇，故此看戲的完整成本不只票價，

還包括時間價值。

r . . --

成本所指的是完整成本 ，亦即某抉策同時間所放棄的最高價值其它
選擇，這其它選擇可能包才舌多個項目，換言之，咸本未必只得一個
項目。

1.3 壞屬性與成本

6 錯誤應用 同一價格下，顧客剪了一個不合心意之髮型的成本遠高
於一個合心意的髮型。

對某消費者而言，理髮的成本包括兩個項目： 1)理髮費用和 2)理髮

所放棄的時間價值，這兩個項目跟理髮的質素無關。概念上，剪了—個不

理想髮型只提高了理髮的壞屬性，而非其成本。

讓我們舉—實例。設抉策者有以下三個選擇可供揀選，而其好壞屬

性均於表 1 . 1 顯示。我們透過好壞屬性相抵而得出各選擇的淨價值，抉策
者隨之而選擇最高淨價值那一個，而成本則是第二最高淨價值那一個。表

中顯示抉策者該會選擇價值為 $80 的剪髮，而成本則淨價值為 $20 的睡

覺。

選擇 好屬性 壤屬性 淨值

前云髟友 $100 $20 $80 

看戲 $150 $130 $20 

溜冰 $200 $790 $10 

【表 1. 1 成本痙榎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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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現在剪髮的壞屬性增加，由 $20 增至 $30 , 它令剪髮淨價值由 $80

跌至 $70• 降低剪髮這—揀選之價值。然而，以睡覺的淨值來量度之成本

則沒有改變，依然是 $20 。明顯地，壞屬性的增加未必與成本直接扯上關

係，除非該增加改變了最高價值其它選擇，否則，成本是不會改變的。比

方説，若剪髮的壞屬性由 $20 增至 $100 , 令其淨價值跌至零，首選與次

選便會分別是睡覺和購物，那麼，抉策者便會揀選睡覺，而溜冰則是其成

本。

某選擇的愉快和不愉快影響分別稱為好屬性和壞屬性，其改變直接

影響該選擇的淨值，但未必直接影響揀選的成本（視乎會否景縴響最
高價值其它選擇）。

要注意的是並非所有關係到該選擇的事件均只影響其淨價值。某些

情況，某些事件會帶來壞屬性的增加和額外資源的放棄。那麼，不單止該

揀選的淨價值下降，且會增加揀還的成本。比方謊，若演唱會超時表演，這

令觀眾有額外時間資源放棄，觀賞演唱會的成本便會增加，即使同時間觀賞

演唱會的淨價值會因好屬性的增加而上升，例二提供另一個更有趣的例

子。

7 

例二：瑪莉的悲劇：成本抑或壞屬性增加？

在一次游泳中，瑪莉被鯊魚襲擊，被咬去右腳，這悲劇增加了游泳的成本

抑或澹泳的壞屬性呢？答案是兩者均是。

1) 被鯊魚咬去右腳過程中的痛若增加游泳的壞屬性，因而削弱瑪莉游泳

的淨值。

2) 游泳中，瑪莉犧牲了右腳，造一重要人力資源，某程度削弱瑪莉未

來日子之賺錢能力，增加了瑪莉游泳的機會成本。

我們不禁對瑪莉這一悲劇產生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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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倘若某工廠放出污水於附近的魚塘，毒殺了該處的角，這水質污染

所帶來的損失是該工廠生產的壞屬性抑或是其成本？

（提示 第三冊第二章之社會成本）

1.4 既往成本

錯誤應用· 在車站排隊等候巴士，若已付出的等候時間越長，則令

等候者放棄等候之成本便會越高。

8 

機會成本所指的是抉策者當時將要放棄的最高價值其它選擇，故

此，該選擇是當時選擇其中之—，是可以撤回的，因最終抉策還未作出。

我們—旦作出了抉策，最高價值其它選擇即成昔日的遞擇，巳經不可挽

回，並非當時提供選擇之一，囚此，它不是機會成本。經濟學上，這些昔

日選擇稱為既往成本，它是過往抉策所放棄的選擇，不再於當時提供，故

此它不是機會成本。

既往成本不是當時選擇，故此它不是機會成本。

比方説，三年前你購買了—本書，價格為 $100 元，這是否暗示你現

時持有這本書的代價（烕本）依然是 $700 呢？不是，你現時持有該書的成本

是這本書的轉售價格，也許少於 $100' 亦可能多於 $100' 當然亦有可能

等於 $100 。我們之所以要有機會成本和既往成本之分，是因為前者才會

影響當時抉策，倘若有入出價 $90 要購買你現時手上之書本，你會否賣出

呢？設你的轉手價是 $80' 那麼，現時出價的買家多付了 $70 , 榎大化假

設下，你應該願意售出此書，過往的購入價於現在已無可挽回，因此不是

現時所面對的選擇之—，與當時抉策無關，是不會影響當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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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所指的成本，是機會成本，而非既往成本，前者反映相關

的當時選擇，直接支配著當時行為；既往成本並不是當時的其它選

擇，是故不會影響當時行為。

上述例子中那些已過去的等侯時間是既往成本，與你現時決策之成

本全無關係。倘若你決定現時多等—會，所放棄是未來的等候時間，而非

過去的等候時誾，過去的時間已實現，已減少了你的財富。現時你的決策

是儘量減低將要放棄的未來等候時間。倘若你得知囚交通意外，巴士在未

來—小時仍不會到達，即使你已等候了兩小時，你仍會離站而選擇另—些

代步工具，因為你選擇繼續等候的成本（未來 1 小時）可能高過你採用另一

些代步工具所付出的代價。因此，影響著你當時行為因素全反映於機會成

本內，而非在往蹟的既往成本中。表 1.2 清楚列明機會成本和既往成本的

相異點。

機會戍本 既往成本

今日成本 昨日成本

皙時抉策將作出時最高價值其它選擇 過往抉策之最高價值其它選擇

當時選擇 過往選擇

未實現 已實現

可挽回 不可挽回

可影響當時行為 不能影響當時行為（在資訊完全時）

前瞻嘅念 後顧概念

事前概念 事後概念

具解釋能力 不具解釋能力

【表 1. 2 機會成本和鹿往成本約指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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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完全下，既往成本是皿法直接影響當時抉策與及行為的。但

資訊是經濟物品，有正值的獲取成本，故此，人們總保留—定程度的無

知。正因如此，資訊不完全下，既往成本本身往往成為一個參考資料，提

供資訊協助抉策對當時抉策的利益和成本作出預期，由此某程度影響當時

之抉策與及行為。典型例子是過往的股票價格是人們當時金融投資考慮因

素之—。當然，既往成本所提供的資訊有可能巳經過時，含誤導性成份，

但它不失為降低資訊費用其中—)去。

在訊息完全的經濟裏，既往成本是無法影響當時行為的；但在訊息
不健全的情況，既往成本會左右當時選擇利益和成本之預期的形
成，便有機會影響當時行為了。

1.5 顯性與隱性成本

錯誤應用 若車位是自己所擁有而非租回來，則抉策者使用該車位
成本會較低。

若車位是租來的，則抉策者使用該車位的成本便是付出的租金，是

為「顯性成本」；若車位是自已擁有的，抉策者使用車位便放棄將車位

租出，放棄所收取租金便是使用車位的「隱性成本」，其數值與車位租
來的成本相同，分別只不過在於其表現方式。要注意的是：成本是以放棄

選擇而非以實際支付的數目為量度單位。實際支付固然暗示選擇的放棄，

但沒有實際支付並非暗示沒有選擇的放棄。

成本有顯性和隱性之分，、但不是本質上的不同，兩者均以最高價值
其它選擇為量度榫準，所不同的只是其表現形態，表現形態視乎有
否實際支付，但實際支付存在與否並不影響機會成本之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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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與否視乎現時選擇的多寡，而多少受到產權所影響．倘若車位

沒有轉讓權，那麼，使用車位便沒有放棄將車位租出的選擇，那麼，使用

自置車位的成本便會低於使用租來之車位的成本。然而，抉策過程中，成

本並沒有跟實際支付直接扯上關係。

總結

D 成本是放棄選擇中，最高價值那一個，定義內的「最高」—詞是

非常重要的，這是由於在局限極大化下，眾多放棄選擇中，只得最

高價值其它選擇與決策相關。某揀擇的壞屬性增加並不會改變成

本，它只影響被揀選擇的淨值。

D 成本是以當時的其它選擇為量度單位的，所以作為反映過往它選擇

的既往成本不是成本。

D 成本的實現跟有沒有現金支出無關，這只不過令成本的表達有顯性

和隱性之分罷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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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定律

2.1 需求定律的完整成本方法

第一冊的第八章指出需求定律被武斷為行為基本假設，這意味無論

何地只要有人類行為出現，需求定律便可應用，因此它不但支配市場裏的

交易行為，更左右著魯賓遜在苣島的消費與生產行為與及計劃經濟的集體

行為。然而，需求定律—向是以下式表達．

其它因素不變，當物品的名義價格上升，其需求量便下降，反之亦

然。

這稱為需求定律的金錢性價格方法。由於這種表達方法著重於價格

和需求量，予人以為需求定律只可應用於市場經濟。明顯地，這方法應用

範圍過於狹窄，令它難以勝任為—條行為的基本假設。基於成本的定義，

我們有一個概括力更強的表達方法

當從事某活動的成本下降，某君參予該活動的數目增加，反之亦

然。

這稱為完整成本方法。由於成本可於任何經濟出現（包括一人經濟

和計劃經濟），這方法較為經濟學家於各種不同背景廣泛所採用，且它

與行為假設的定義更—致。圖 2. 7 和 2.2 類示此兩種方法。

13 



個體經濟學 第二章：需朮定津

P c 

D D 

。 ➔ Qd 0 Oc 

［圖 2. 1 企錢悍價搭才法】 ［圖 2. 2 完荃成本方法」

除卻高度概括力外，完整成本方法要比金錢性價格方法包含更強的

解釋能力。事實上，某些情況，金錢性價格方法只能提供一種現實的措

述，而非一種解釋。我們試以—例加以説明，電影市道有所謂「五窮六絕

七返生」這一現象，意即五六月會較少人觀看電影，而七月則觀看人數有

明顯回升的趨勢，這如何解釋呢？金錢性價格方去所顯示的需求曲線左

移，如圖 2.3 所示。在金錢性價格維持於 P' 下，電影市道的低迷令需求量

下降，這帶動需求下降，這方法只提供了事實的形容，而非解釋，它只不

過以圖表重申事實。概念上，使用需求和供應直接解釋事實是套套邏輯，

因為需求和供應只可在理論世界才可出現。

P 

,、

。

Q" Q' 
< 

D 

D 

Q 

［周 2. 3 需衣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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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完整成本方法演譯該情況便有顯著的不同。首先，我們要知道

觀賞電影的成本包括了甚麼？它包括了兩個部份： 7) 戲票價格和 2) 時間

成本。由於五六月乃學校考試高峰期，學生忙於溫習功諜，他們會發覺時

間資源來得有價值，這種時間價值的上升令時間成本增加。雖然表面上學

生放棄相同數目的金錢和時間資源，但內裏卻提高了。根據需求定律，完

整成本的上升令消費量下降，這會帶動沿著一條—條需求曲線向上移動。

這方法成功地提供了—個解釋，因為我們可從中引申推斷· 若某些原因提

高了時間價值，它便會削弱人們觀賞電影的動機。

需求定律的完整成本方法可解釋很多現象，例如何解公共診所門前

的長龍大部份是年長人仕，時計工資下，為何工人躲懶和卸責多了；消費

者在自助餐裏為何吃得較多；每十年的人口普查進行時，學生會因賺取外

快而擔當調查員，由此減少觀賞電映的次數，例子多不勝數。以下分析，

我們再以較深入的例子更概括地應用需求定律。

2.2 艾智仁的需求定律之概括化應用

—向以來，美國加｝州運往外地的鮮橙往往要比它本地所消費的質素

為高，意即相對於本地消費，運往外地的高質素鮮橙所佔之比例會較高，

這現象看似複雜，但究其實只是需求定律的概括應用。

設加）州有兩種鮮橙：高質素鮮橙與低質素鮮橙，前者每單位售價為

$20 而後者則是 $10' 因此，以低質素鮮橙為量度單位的高質素鮮橙之相

對價格為：

$2叫$10=2 單位低質素橙

設該地的鮮橙出口至外地，無論何等質素，運費—律每單位 $10 。再者，

假設加洲廿共應鮮橙的彈性很高，令所有遲輸費用均由入口國家之消費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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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結果，高低質素的貨幣價格分別是 $30 和 $20 , 令高質素鮮橙橙在

外地的相對價格是：

$30/$20= 7 .5 單位低質素橙

明顯地，高質素鮮橙的相對價格下降。根據需求定律，相對低質素

鮮橙，高質素鮮橙的消費量上升。替代效果的存在令高質素鮮橙相對低質

素鮮橙所佔的消費比例上升。

我們可引申此原則於其它情況，舉例説，在—個可轉讓的停車場

裏，新車對舊車的比例要比沒有轉讓的停車場為高；出外旅遊時，同類型

的物品，人們購買物品的質素要比本地消費為高；在自由轉讓的配額制度

下，高質素紡織品佔香港出口的比例為高。明顯地，這些變化均與質素改

變有關，下一節我們會配合替代效果這—概念進一步深化需求定律的應

用。

2.3 需求定律與平均質素

設市場裏有兩種香煙：高質素香煙和低質素香煙。高質素香煙較低

質素香煙昂貴。當政府分別實施從量税和從價税時，它如何影響市場裏香

煙的平均質素呢？我們試以需求定律與替代效果加以解釋。

先考慮從量税，若政府不論質素向每單位香煙徵收一固定數目的税

款。在完全高彈性的供應下，高低質素香煙的貨幣價格均以從量税税款作

相同數目上升。然而，若論上升幅度，則高質素香煙的貨幣價格要比低質

素上升的為少，這帶動高質素香煙的相對價格下降。根據需求定律，相對

低質素香煙，高質素香煙的消費比例上升。

要注意的是，現情況除卻替代效果，收入效果也存在。由於香煙的貨幣價

格上升降低吸煙者的實質收入。若香煙為正常物品，兩種香煙的絕對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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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下降。雖然替代效果令高質素香煙下降幅度少於低質素香煙下降幅度。

（這亦令高質素香煙的消費量相對值質素香煙上升）。從量税的替代和收

入效果均顯示於圖 2.4 中。

若考慮從價税，政府向香煙銷售徵收相等於價格某—固定百份比的

税款，這令香煙的價格以相同幅度上升（但上升數目則不同）。高質素

的相對價格繼續不變，故此替代效果不會出現。然而，收入效果依然存

在。實質收入下降削弱人們吸煙的誘因。從價税的效果由圖 2.5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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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原則亦可應用於其它情況；若計程車費首公里收費提高，計程車

司機會發覺乘客數目下降（收入效果），但當中短途車程會比長途車程

有較大幅度下降；入口汽車的首次登記税上升對國際收入平衡有利，因其

可降低入口值（收入效果），但卻令入口汽車的平均質素下降（替代效

果）。

總結

D 需求定律假設當某活動的相關總放棄下降，人們便會更為頻密參予

該活動。換言之，成本與行為成反比關係。這定律不含任何價值內

容。因此它可應明於任何經濟，包括一人經濟和計劃經濟。

D 倘若有—固定數目加進不同質素物品之價格上，它便降低以低質素

物品為量度單位的高質素物品之相對價格。根據需求定律，相對於

低質素物品，高質素物品之消費量便會增加。這帶動高質素物品對

低質素物品的比例上升，替代效果的存在提高了產品在市場裏的平

均質素。







個體經濟學 第三章：成本曲緤
念~志 蕊～三二二了迏·····:'"·•-:."'',,.,.~,硒｀ 占瑱霫儷嶠鷗矗湟鼴氥鷓葦矗霞龘富、，；，（二二二~芒:'三二 萃'''"''·,: 芒三囹鬥:,,;;:二二辱严

3 成本曲線

3.1 成本曲線

跟價值相同，成本亦有很多量度方法；而事實上，其量度會較為細
緻。再未正式進行探討前，我們先細察圖 3. 1 了解與產量有密切關係的兩
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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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成本的可細分為變動與固定成本，這又再進—步帶來以下的咸
本量度。就變動成本而言，成本隨產量增加，額外的成本是邊際成本
(MC)' 若將其加總便是總變動成本 (TVC) , 總變動成本除以數量
得出平均變動成本 (AVC) 。就固定成本而言，總固定成本 (TFC) 除
以數量便得平均固定成本 (AFC) , 總固定成本與總變動成本之和便是
總成本 (TC)' 而平均變動成本與平均固定成本之和便是平均總成本
(ATC) 。總括而言，我們共有十種成本的量度方法，首三種與總值有
關。

1) 總囤定成本(TFC)
2) 總變動成本(TVC)

3) 總成本(TC=TFC+ T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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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於以上三條曲線，有以下之邊際及平均成本曲線：

7) 邊際成本(MC)= DTC/D0 

2) 平均固定成本(AFC)=TF釘Q

3) 平均變動成本(AVC)=TVC/0 

4) 平均總成本(ATC)=AFC+AVC 

這些成本的量度帶來不同的成本曲線結構，以下分析中，我們著重説明不

同形狀的 MC 曲線能令成本曲線結構有著完全不同的外貌。

3.2 常值邊際成本

Q TFC TVC TC MC A VC AFC ATC 

1 100 10 110 10 10 100 110 

2 100 20 120 10 10 50 60 

3 100 30 130 10 10 33.3 43.3 

4 100 40 140 10 10 25 35 

5 100 50 150 10 10 20 30 

6 100 60 160 10 10 16.7 26.7 

［表 3. 3 蕾復逯際成本】

圖(A) 圖 (B)

成本 成本

TC 

TVC 

TFC 

。
Q 

。

ATC 
MC=AVC 

AFC Q 

【圖 3. 2 察水乎乎菊汔r KC 蔽琭】



表 3.1 顯示邊際成本為常值時，其相關成本之數值；圖 3.2 顯示相應

的成本曲線。常值的邊際成本令 MC 曲線是—條與橫軸平衡的直線，如圖

3.2 圖 B 所示；而丁VC 隨產量上升以等值增加，是故丁VC 曲線是一條向上

傾斜的直線，其斜率顯示邊際成本如圖 3.2 圖 A 所示。由於額外成本的增

加等同 AVC , 因此， MC 和 AVC 於表 3.3 中是相同的。

圖 A 顯示 TFC 是—條與橫軸平衡的直線，其斜率是零，暗示丁FC 不

會受產量多寡所影響。若將各產量水平的丁VC 和 TFC 曲線所顯示的垂直高

度加總，我們得出—條丁C 曲線。換言之， TC 曲線是丁VC 和丁FC 兩條曲線

垂直相加而得出，其斜率亦是兩線之斜率之總和。基於丁FC 線是斜率為

零，丁C 曲線平衡於丁VC 線。圖 B 顯示 A丁C 曲線是 AFC 和 AVC 曲線的垂直

相加而得出，在 AVC 線的零斜率下， ATC 線平衡於 AFC 線。

基於以上分析，無論 MC 曲線的形狀怎樣，各成本曲線之間擁有四個

基本關係：

1) 丁VC 線是向上傾斜，而其斜率顯示邊際成本。

2) 丁FC 是一條與橫軸平衡的直線，其斜率是零，暗示丁FC 不能影

響邊際成本。

3) 丁VC 和 TC 曲線平衡，故此，丁C 曲線之斜率亦反映邊際成本。

4) AFC 是凸面向圓點，曲線下每一個面積表示丁FC 。故此，所有

面積均相同。

3.3 遞增與遞減的邊際成本

圖 3.3 顯示邊際成本遞增時，其相應的成本與成本曲線，它們有以下

的關係： 1) MC 曲線是一條向上傾斜的曲線； 2)丁VC 曲線是一條彎線，其

斜率不斷增加，顎示邊際成本遞增和 3)AVC 曲線向上傾斜但低於 MC 曲
線。最後—項的成本曲線關係不難明白，我們試構想—個課室，內裏有一

組學生，其平均高度為五呎，倘若有—位新生進入該課室，其高度是六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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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瑜為邊際戍本），他的進入拉高同學們的平均高度，結果會是高過

五呎但低於六呎。由此可知，當 MC 高過 AVC , AVC 將遞增但卻低於

MC 。

成本 成本

MC 

TVC 

AVC 

。
Q 

。 Q 

【圓 3. 3 遞堆逢際成本】

圖 3.4 顯示邊際成本遞減時，其相應的成本與成本曲線。它們有以下

的關係： 1)MC 曲線是—條向下傾斜的曲線； 2)TVC 曲線是—條彎線，其斜

率不斷下降，顯示邊際成本遞減和 3)AVC 曲線向下傾斜但高於 MC 曲線。

成本 成本

TVC 

AVC 

MC 

。
Q 

。 Q 

【屬 3. 4 遁成速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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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節和 3.3 節指出了邊際與平均量度包含—定的關係，讓我們清楚

列明如下：

當邊際量度是—常數時，它等同平均量度，相應的邊際和平均函數

相同；當邊際量上升時，它大於其平均量度，相應的邊際函數高於
平均函數；當邊際量度下降時，它小過其平均量度，相應的邊際函
數低於平均函數。

3.4 U 狀之邊際成本曲線

圖 3.5 顯示 U 狀 MC 曲線之相應成本曲線結構。—條 U 狀的 MC 曲線

可視為是前兩節的 MC 曲線之結合，首先是遞減 MC' 繼而是遞增 MC 。

而丁VC 曲線亦是前兩節丁VC 曲線之結合，如上圖所示。明顯地，此圖遠

為複雜。要明暸其結構，我們必先掌握如何找出於各產量的 MC 和 AVC 。

7) 要找出某產量的 MC' 我們須以一條直線相切於丁VC 曲線，而

其斜率便是該產量之邊際成本。

2) 要找出某產量的 AVC, 我們須於原心點延伸出一條直線往丁VC

曲線，其斜率便是該產量的 AVC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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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3. 5 ＇米逢際成本尚線 I】

基於此兩個求解方法，我們得出以下三個結果：

7) o, 和 03 之 AVC 由 OB 線之斜率反映，故此，

AVC = AVC 01 03 

2) ｀之 AVC 由 OA 線之斜率反映，其斜率剛是 02 之 MC, 故在 02'

MC02 = AV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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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A 線是眾多由原心點延伸出來的直線中最低那一條，所以， 02 的

AVC 是最低的。

圖 3.5 下圖顯示 U 狀的 MC 曲線和 AVC 曲線，以上三個特徵則表現如下：

1) AVC 曲線顯示 01 和 03 有相同的高度。

2) MC 曲線相交 AVC 曲線於 02 。

3) AVC 於 02 處於最低。

最後兩個特徵顯示 MC 曲線與 AVC 曲線相交點正正是 AVC 曲線最低點，其

理由如下。 U 狀的邊際成本曲線起首是向下傾斜，其狀態是：

MC<AVC , AVC 下降；

緊隨的是向上傾斜，其狀態是：

MC>AVC , AVC 上升

上列的數值關係可由以下例子清楚説明：倘若課室裏學生的平均高度為 5

呎，若走進—個 4 呎高的學生，平均高度便拉低了，這正是第一項數式關

係所表達的意思；但走進的是 7 呎高的學生，平均高度便增加，這正是第

二項數式關係所表達的意思。基於以上兩個結果，可推論：

當 MC=AVC , AVC 便處於最低點。

除此以外， A丁C 曲線最低點是 AVC 曲線最低點之右方，其理由如

下：根據定義： A丁C=AFC+AVC• 我們有以下之關係：

圖中之階段 I : AFC 下降；

AVC 下降；

故此 ATC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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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11 : 

階段 111 : 

AFC 下降；

AVC 上升；

由於 AFC 下降幅度大過 AVC 上升幅度；

故此 A丁C 下降。

AFC 下降；

AVC 上升；

由於 AFC 下降幅度細過 AVC 上升幅度；

故此 ATC 上升。

AVC 於第二階段上升而 A丁C 則於第三階段上升，因此， A丁C 曲線最低點實

現落後於 AVC 曲線最低點。

TC,TVC 

2 8 

A 

Q 

階段

MC,ATC,AVC 

ATC 

AVC 

Q 

［屬 3. 6 l! 跃邊際成本尚線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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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特徵是 ATC 曲線與 AVC 曲線之垂直距離會因產量增加而不斷縮窄，這

是因為 A丁C 與 AVC 之相差是 AFC , 而該值是隨產量增加而減少。

AFC, ATC,AVC 

1 Q 

A-

ATC 
AVC 

AFC 
。

Q 

【阅 3. 7 ATC燊AVC 之垂直指差】
29 

以上匹種 MC 曲線，最常使用的是第四種，故在日後分析，我們亦常使用

U 狀的 MC 曲線。在未正式探討生產者行為時，我們先了解成本曲線所包

含之含羲。

3.5 成本曲線與邊際等同原則

設政府擁有—定數目的資源，這些資源可運用於教育服務和醫療服

務兩方面。圖 3.8 的兩條 MV 曲線分別顯示這兩種社會服務對整體經濟的

邊際價值。就社會而言，最優化教育服務水平應如何被決定呢？為方便分

析，設 7) 每單位資源可提供—單位教育服務或醫療服務和 2)政府現時將

所擁有的資源用來提供 O* 數目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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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MV 

MVM 

。
MVE 

敎育 。

Q' 醫療服務

［圄 3. 8 教方寫登癆服磅之 KV 尚線】

圖 3.9 顯示，倘若政府提供首單位的教育服務，醫療服務便會減少—

單位(O*跌至 O*- 1) , 整體社會因教育帶來的社會價值是圖 3.9(A)之斜線部

份，所損失的是 3.9(8)之斜線部份。明顯地，前者高於後者，因此站在社

會角度而言，政府應提供首單位教育服務。如此類推，若對每—單位作出

比較，我們便得知資源應放在何種用途上。

MV 
圖(A)

MV 
圖 (B)

MVE 
敎育 。

MVM 

醫療服務

【圄 3. g 牡會價僙之比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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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MCE 

MVM 

MVE 
。

Q*E Q* 
Q 

［圄 3. I 0 藪受仡敎扇水乎】

但這種比較方法頗為繁複，一個較簡捷的方法是將兩條 MV 曲線放

在同一幅圖，如圖 3. 7 0 所示，在固定的醫療服務數量 O*' 若將其 MV 曲

線由右至左反轉，便得出一條提供教育服務的邊際成本曲線 MC巳。當邊

際成本曲線與邊際價值曲線相交於 E 點，我們便得出最優化教育服務水平

O*E 。換言之，當教育服務邊際價值等同其邊際成本時，即圖 3. 7 0 之 E

點，教育的淨社會價值達致最高。故此，對社會而言，最優化條件是：

MV = MC 
E E 

根據第二章，圖 3.10 之 MCE 曲線其實是—條提供曲線，反映最高價值其他

選擇之邊際價值，因此以上之最優化條件亦暗示．

MV = MV E M 

這説明教育服務和醫療服務之邊際價值等同，亦即意味政府已充份利用資

源，達致最高總社會價值。以上分析説明，成本曲線是由價值曲線所引申

出來，政府為了提供教育服務，便須放棄資源以提供醫療服務，故醫療服

務的邊際價值是提供教育服務的邊際成本，這—處理手法完全符合機會成

本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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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成本有以下幾種表達方法： 7)TVC 、 2)丁FC 、 3)丁C 丶 4)MC 、 5)

AVC 、 6)AFC 與 7)A丁C 。丁VC 和 TC 曲線均向上傾斜，兩者之斜率

均反影 MC 。 TFC 曲線與水平平衡，與產量不含任何關係。丁C 曲

線是丁VC 和丁FC 曲線垂直相加而得出。 MC 曲線和 AVC 曲線兩者均

反映變動成本，它們可以任何形狀出現，但 AFC 曲線定必是凸面向

圓點，而 A丁C 曲線是 AVC 曲線和 AFC 曲線垂直相加而得出的。

D 當 MC 曲線與水平平衡時，它亦是 AVC 曲線，而丁VC 曲線和丁C 曲

線均是直線。

D 當 MC 曲線是 U 狀， MC 曲線觸及 AVC 和 A丁C 曲線最低點，再者，

A丁C 最低點會是 AVC 最低點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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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生產者行為

生產者行為

需求定律指出成本與行為成反比關係。然而，行為可細分為兩類，

如圖 4.1 所示。那麼，隨著成本的上升，是那一種行為受影響呢？我們將可

見過往三章所學的概念與此有著密切關係。以下分析，我們將以計程車司

機的生產行為作為例子進行分析。

[ I )全量或零量行為
堯

成本 ）行為

' 邊際行為

【圖 4. 1 存為約穫灝】

設提供計程車服務需兩種資源：一為計程車司機所付出的勞力，二

為計程車本身。我們先考慮計程車司機之勞力的損益取捨。根據第九章之

分析，某抉策的相關選擇只是首兩項。在本分析中，首選擇當然是提供額

外計程車服務，而最高價值其它生產回報是提供小巴服務所獲得的回報。

圖 4.2 之邊際收益(MR)曲線顯示當時提供計程車服務之回報，而 MC 曲線

則反映司機所須放棄最高價值其它生產回報亦即提供小巴服務所獲得的回

報。設司機於每小時提供計程車服務所賺取的收益均相同，因此 MR 是一

條與水平平衡的直線；而 MC 曲線則是典型的 U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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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C 

P 

。

MC 

E」
- --MR=AR 

Q* 
Q(計程車服務）

［圄 4. 2 佑R 尚綠矛r,/J{[ 尚線】

36 

兩種生產的回報既已清楚由 MR 和 MC 所顯示，我們便可決定最優化生產

量，試考慮第一小時計程車服務。圖 4.2 清楚顯示 MR>MC , 暗示當時生

產的邊際回報遠高於最高價值其它生產的邊際回報，基於極大化假設，生

產者當然生產該罩位。如此類推，這位司機將持續提供計程車服務直至以

下條件得以滿足：

MR=MC 

這條件實現於 E* , 相應之產量為 O* , 它意味在邊際上，當時生產之回報

與最高價值其它生產之回報相同，並命名為「最優化生產條件」，它確保

勞力之總生產者盈餘達致最高。

MR, MC 

MC 

w 

。
Q 

【圄 4. 3 辰優化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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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MC 

MC 

p\一一一 一~----- J~ 
ATC 

AVC 
I \ 丶 I ! / I 

C 

w 

。 , Q Q* 

l囿＃．＃ 繶攽盃之分釕】

面積 PE*O*O 與及陰影部份的相差是所放棄提供小巴服務的總回報，

由於這放棄回報跟產量成正比關係，這相差的面積代表著總變動成本。為

令我們的分析更為方便，我們可以較工整的面積取替這不規則面積來表達

總變動成本。圖 4.4 的 O* 之相應 AVC 是 ow, 若將之乘以 O* , 我們便得

另—方去表達總變動成本，面積為 OWE'O*' 而總生產者盈餘則是面積

WPE*E' 。

雖然提供計程車服務存在總生產者盈餘，但並不足夠令司機逗留於

計程車服務市場。這是因為司機提供計程車服務時除了放棄他的最高價值

其它工資外，更放棄將計程車本身租予他人收取租金，這筆放棄的租金與

計程車服務小時無關，故此它屬固定成本。圖 4.4 顯示 O* 的 A丁C 為 oc , 
而 AVC 為 ow, 其垂直相差是 cw, 反映 AFC' 而面積 CWE'E" 相應總固

定租金成本。將此固定成本於總生產者盈餘扣除，所剩的面積是 PE*E"C'

這才是該司機真正可賺取的額外回報，這筆額外回報有一特性，就是倘若

政府將該筆項以税徵掉，該司機依舊會逗留於計程車服務市場。經濟學稱

這筆額外回報為「經濟租」。

,·..、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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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租愈大，司機的財富愈高。正因如此，向經濟租徵税會帶來財

富效果，但資源調配則維持不變。圖 4.4 指出，當 MR 是與水平平衡，它

亦是 AR, 由此可見，當該司機享有經濟租時，於 O*'AR 高過 ATC 。

正值的經濟租令司機逗留於該計程車服務市場，那麼，零值或負值

的經濟租又會怎樣？圖 4.5 顯示零值經濟租的情況，它暗示司機賺取的當

時回報，相等於放棄的工資回報與租金回報之和。由於有更佳的其它選擇

出現，司機並不會離開計程車服務市場，依舊提供計程車服務。要注意的

是零值經濟租時， O* 之 AR 等於 A丁C 。

MR,MC MC 

ATC 

MR=AR 

。

Q* 
Q 

【圖 4. 5 零儀綾痺f.fl】

圖 4.6 顆示負值經濟租的情況，它顯示司機所賺得的當時回報少於所

放棄的總回報，更佳的其它選擇的出現令司機放棄計程車服務的提供。要

注意的是負值經濟租下， O* 的 AR 低於 A丁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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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MC MC 

MR=AR 

。 o, 

【固 4. 6 覓僙痙瘠f_fj】

正值氬齊租

丁R> 丁C

AR> A丁C

零值經濟租

丁R = TC 

AR= A丁C

負值經濟租

丁R < TC 

AR< ATC 

表 4. 7 總結以上所述，由此可得見生產者決定最優化產量時，乃基於以下

條件：

MR= MC 

這確保經濟租達致最高，若局限條件產生變化亦改了這條件，生產者便會

調節最優化產量，是一種邊際行為的改變。

然而，以上之分析指出若經濟租－旦為負值，司機是不會逗留於計程車股

務市場的。換言之，要生產者逗留某一工業內，以下條件必須實現．

TR 2 C• 或

AR 2 丁C

以上任何一個條件均確保經濟租為非負值，亦即當時回報並不低於最高價

值其它回報。倘若局限條件產生改變令以上條件不能滿足，生產者會離開

該工業，是一種全量或零量的行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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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產者行為之改變

為使我們所學的概念更為鞏固，我們於本節會設生產者所面對的局

限條件產生變化，從而利用成本、需求定律和成本曲線推測邊際與及全量

或零量行為之改變。為使其邏輯清晰展現在讀者面前，我們以表列形式示

第四章：生產者行為

之。

生產條件之改變：情況—

租值之增加（假設計程車有轉讓權）

商本改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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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應之影響於圖 4.7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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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C 
MR,AR 

ATC' 

- MR= AR 

1 

。 Q 

I固 4. 7 全量或零量茯晨改變」

生產條件之改變：情況二

最高價值放棄收入之增加

病本改壕

行為改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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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應之影響於圖 4.8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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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C 
MC' ATC' 

。

MR=AR 

Q 

［圖 4. 8 逢際法菟攻嬰】

4.3 生產之交易

MC 

MCA 

F 
u MCs 

。
A 

_Q B 
_Q 

Q 

【屬 4. 9 /IC 尚不向】

第一冊的第三章指出邊際價值的相差構成消費者之交易得益，人們

會透過貿易圖取這些利益。這分析原則亦可應用於生產行為方面。圖 4.9

顯示A和 B兩人分別生產Q 和 Q 。 A君的邊際成本為OF而B君則是OU 。

產相同的已定數量五註己B , 所牽涉的總資源數目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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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決定 A 和 B 兩人應生產多少從而降低所牽涉之總資源，我們可用

最原始的方法衡量兩人每單位之邊際成本，但這明顯很累贅。較捷衷的方

法是利用在第三章討論過的市場均衡求解法。我們於圖 4.10 將兩人的 MC

曲線橫向相加，透過這方法，邊際成本將會被由低至高排列一次出來，得

出—條總 MC 曲線： MCT' 它又是市場供應曲線，而垂直的 D 線則顯示原

本之總生產量，它可視為市場需求曲線。市場需求和市場相交決定市場均

衡 E* 與及市場均衡價格 P* 。明顯地， A 君生產三＼水平時供應，市價低於
他的邊際成本，市價導引他減產。而 B 君生產万B 之邊際成本則低於市價，
促使他多進行生產。當處於均衡時，圖 4. 1 1' 兩人之邊際成本均等於市

MC 

D 

MCA 

P* 

。
A 

_Q B 
_Q 

QA+Os 

Q 

【圄 4. I 0 方堵俁應尚線】

價，符合了以下之條件：

MC = MC A B 

這條件確保了已定生產量百訌万B 所棄涉的總資源達致最低，所有因
生產交易所帶來的得益已被抽取，達致生產效率。以上條件指出相對較高

邊際成本的生產者，較低成本的生產者應進—步擺放資源於該生產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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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往往稱較低邊際成本的人享有生產該物品的比較優勢。根據比較優勢

定律，他可從專業化生產中得益。這最終結果往往暗示較低邊際成本曲線

的生產者要比高邊際成本生產者生產較多該物品。

MC, P 

D 

MCA 

P* =MCA= MCs 

。 Q 

［圓 4. 11 義終生產調配】

跟消費之交易均衡—樣，我們可從生產之交易均衡得出—些有趣的

含義。比方説，倘若我們的基因相同令我們有相同的邊際成本曲線，生產

的交易均衡意味他們會均分生產總量，正如圖 4.12 所示，在相同 MC 曲線

下， A 和 B 兩人均產生相同數量 Q'' 不存在任何專業化生產，原因是各人

均擁有相同的成本優勢。

MC, P 

D 

MCA= MCs 

P* =MCA= MCs 

R 

DY: 
:F 

' ' ' ' ' 

。

QAQ'Os QA+Os 
Q 

［圖 4. 12 棋同」lfC 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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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分析共有效於 MC 曲線為向上傾斜。倘若 MC 曲線因規模

經濟而向下傾斜，分析結果便會顯得不同。首先，交易均衡再不會以邊際

成本等同為依歸，因它不再代表牽涉最少資源，相反地，它意味生產放棄

最多的資源。圖 4. 7 3 顯示 A 和 B 兩人原為分別生產 O'A 和 O'B' 兩人之邊

際成本相等於這—產量水平。倘若 B 君增加生產由 O'B 至QB 而 A 君相應減

少相同數量的生產，所牽涉總資源會進—步減少，但這卻令邊際成本產生

差距，這説明若要將總成本降低，生產之交易均衡應盡量擴大邊際成本之

差距，由此得出最終應由一人獨自生產該物品，而這人必定是生產巳定數

量牽涉最少總成本的。

MC, P 

D 

P* =MCA= MCs 

S = MCT 

。
Q 

【圄 4. 13 尚下傾剌葯KC Ell; 線】

緊隨這結論，若所有生產者均是具相同基因，令其均擁有相同的向

下傾斜的邊際成本曲線，如圖 4. 14 所示，若要將邊際成本之差距盡量擴
大，我們會只得一位生產者生產所有該物品，而這適當人選會是一個隨機

選擇（由於各人均擁有相同的生產戍本），這仍會存在專業化生產的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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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產牽涉規模經濟時，人們會在相同的向下傾斜的邊際成本曲線
下從專業化生產中獲益。'

MC, P 

D 

D 

P* =MCA= MCs 

。

OAQ'Os 

MCA= MCs 

QA+Os 

S = MCT 

Q 

［圄 4. 14 蓀冏向下傾奇私C 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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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產均衡是指 "MR=MC" , 這條件確保生產者的盈餘達致最高，

同時間亦決定他的生產量，當生產者決定逗留該行業內時，他所賺

取的平均收益定必高於或等於平均總成本。

D 當 MR=MC , 生產處於均衡，總生產者盈餘達致最高。這條件決定

生產量該處於那一水平。要決定是否逗留於某工業， AR 一定不可

少於 A丁c; 換言之，經濟租絕不可是負值。根據定義，經濟租是—

筆可被徵收的最高數目而不會影響資源的使用途徑。

D 邊際成本的相差是生產交易的得益，令人們進行交易。為抽取這些

得益，較低成本的人們會增產而較高成本的人們便會減產，這專業

化生產方向是由比較優勢定律所支配。

D 人們具相同成本曲線並不能從專業化生產中得益，但這只成立於向

上傾斜的邊際成本曲線之情況下。當 MC 曲線因規模經濟而向下傾

斜，人們便可從專業化生產進—步減少資源投放而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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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息與現值

5.1 利息

我們於前十二章所探討的主要是「時段內抉策」，其相關利益與

損失在某＿指定時間內出現；但現實上有些抉策往往牽涉多個時段內的利

益與損失，亦即所謂「跨時抉策」，其相關的計算便顯得較為複雜。在未

正式探討前，我們先掌握「利息」娼一概念。

利息可從不同角度加以理解。 從貸款者角度而言，利息是延遲消費的補

償；從借款者角度而言，利息是提早消費所付出的價格。利息的出現是由 I 49 

於信貸協議的存在，而信貸協議所牽涉的是當時物品換取未來物品，亦即

所謂「跨時貿易」，是故利息與跨時貿易有著密切關係。

L價格出現乃由於貿易出現，利息是跨時貿易的價格。］

—般而言，相同物品在不同時段提供會在主觀上視為不同的物品，

表 5. 7 指出當時物品與未來物品的不同關係包含著不同類別的時間偏好。

關係

當時物品＞未來物品

當時物品＜未來物品

當時物品＝未來物品

時間偏好

正值

負值

中性

＞優於

＜劣於

＝等侵

［表 5. 1 咭間傷好葯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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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分析往往假設人們偏愛—單位當時物品多於—單位未來物品，亦即正

值的時誾偏好。正因如此，若人們以當時物品換取未來物品，其市場兑換

率應是—單位當時物品能換取多於一單位的未來物品。設有以下之兑換

率：
',̀  

1 單位當時物品= 1 .. 2 單位未來物竺二］

依據此比率，我們可稱當時物品之相對價格為 1.2 單位未來物品，這

相對價格亦顯示當時消費所支付之利息。基於利息是提早獲取物品所付出

的額外未來物品，那麼，現時情況之利息便是 0.2 單位未來物品。若「 r 」

為每單位當時物品消費所支付之利息，那麼「 1 +r」便是當時物品的相對價

格。由此可知：

的市場兑換

利率量度利息佔貸款額之比例，基於以上的兑換率，若某君延遲當

時消費從而提供貸款，所獲取的利息回報為 0.2 單位未來物品，因此，利

率是：

利息因跨時貿易而出現，其存在與貨幣無直接關係。沒有貨幣，利

息可以實物量度，稱為實質利息，其相應之貨幣量度，稱為名義利息。當

經濟處於非通脹時，實質利率等於名義利率；當經濟處於通脹時，實質利

率和名義利率便出現相差。由於個體經濟分析著眼於實物的交易，本章所

探討的純為實質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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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現值

另一個與利率關係密切的概念是現值，現值主要量度未來收入在當

時而言價值若干。若某君—年後能獲得 $700 的收入，這筆未來款項的當

時價值有幾多呢？要回答此問題，我們設此君擁有X數目之當時款項，並

計劃將此筆數目存入銀行，若利率為 r , —年後這筆款（以 Y代表）將

滾存為：

X(l+r)=Y 

若兩邊均除以(7 +r)' 則上式轉為：

X= 
y 

7 +r 

這便提供了計算現值的公式，—年後的收入 'y' 在當時而言並不值

'y' 之數目，這是由於—筆存款存於銀行會隨時間而增長，其增長率為

'1 +r' '因此要知道一年後收入 'y' 之現值若干，我們須將這筆款項除以

'1 +r' '這過程稱為「貼現」，而 r 則是「貼現率」，所得的數值 'x' 即

為 Y 之「現值」。若利率為 10%' —年後之 $100 的現值為：

$100 
1.1 =$91 

基於分母增大了，是故二年後之 $100 所得出之現值少於 $91 。未來收入

當然可延伸至更遠的將來才獲得，因此我們需要一條較概括的計算現值之

公式，如下式所示：

Y 
PV = n 

(7 +r)n 

PV: 現值
＼該年研終所得之收入

r: 利率

n: 年數

(7 +r)n 稱為「貼現因素」，它隨時間以幾何級數倍增。比方説，

若計算七年後的—筆收入之現值，我們便須將該筆收入除以 (7 +r)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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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朝三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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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農莊莊主飼養了一群猴子，莊主慣常每朝提供三隻香蕉作為每

隻猴子之食糧而黃昏則是四隻。—天，這些猴子投訴香蕉分配的安排不恰

當，並要求改善，於是莊主同意改為每日朝早供應四隻香蕉，而黃昏則三

隻，猴子們很滿意，不再有任何投訴。莊主暗自嘲笑猴子的短視，認為新

舊安排下的香蕉供應總數均同為七隻，根本沒有任何分別。然而，若以現

值計算，你認為這群猴子是否過於短視呢？

所謂現值，就是基於當時的利率，計算出當時所需作出的貸款額從

而使其數值增長至指定的未來數值，其計法是將未來收入除以貼現

因素

(l+r)n' 這過程稱為「貼現」。

例二：現值的計算

1) 彼德—年後收取 $110' 設利率為 10%' 其現值為：

$110 
1.1 

= $100 

2) 彼德二年後收取 $121' 設利率為 10% , 其現值為：

$121 $121 
(1.1)2 1.21 

= $100 

倘若某資產能在某一指定時間內提供—連串的固定收入，我們稱它為

「年金」，其現值計法如下＇

PV 
y y = + + y + ...... + 

(7 +r) (7 +r)2 (7 +r)3 

Y 

(1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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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年金的現值

若A 君於未來三年年終均可獲得固定收入 $700• 其現值為：

$700 $700 $700 + + = $90.9 + $82.6 + $75.1 = $248.6 
(7+0.7) (7+0.7)2 (7+0.7)3 

倘若某資產能無盡地提供—連串固定收入，我們稱它為「永久性年

金」，其現值計法如下·

Y 
PV=— 

「
雖然以上之公式應用於永久性年金的情況下，但倘若年金收入超過五十

年，它不失為計算現值之近似值的捷衷公式，這公式讓我們更方便推測因

未來收入或利率改變令現值作出變化之方向，即使所探討的收人並非永久

性年金。

例四：永久性年金之現值

設A 君無休止地每年年終獲取固定收入 $700' 若利率為 70%' 這永久沖

年金之現值將是：

$700 = $7,000 
0. 7 

基於以上公式，我們可見現值具有以下四個特徵：

1) 越高的利率，貼現因素便越高，因此現值亦較低。

2) 距今越遠的收入，其貼現因素便越高，現值亦較細。

3) 越高的未來收入，越高的現值。

4) 較長壽的資產，當利率改變，其現值變化幅度較大。

我們會陸續應用這些特徵於往後跨時抉策中，從而引申可被驗證的含義。

在本節的結尾，讓我們引入多一個概念：財富，財富是未來收入貼現之

和。當某君擁有—些資產時，若將這些資產所帶來的收入貼現，便是這人

之財富，是故財富以現值量度，如下式所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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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W= — 

「

[[ 財富是未來收入貼現之和。］）

這概念於跨時抉策分析中大為重要，這是因為經濟學家往往假設入們在跨

時利益和成本的考慮中，往往是追求最高財富。

5.3 跨時抉策

設—部機器有三年壽命，每年提供價值＄丫的服務，利率為 r' 而此

機器的價格是 p' 投資者會否購買該部機器呢？第二章指出是否作出購買

抉策，某程度視乎物品的價值和其價格，若將這原則應用於此則是：倘若

機器的價格高過其價值，投資者便會放棄購買；但機器的價格若低於或等

同其價值，則投資便會購買。但現時的問題是如何計算該部機器的價值

呢？由於機器是耐用品，其價值可由以下的年金公式計算：

PV = 
y y y 
十十

(1 +r) (1 +r)2 (1 +r)3 

公式顯示若將未來三年收入之現值加總，便是投資者對該部機器的

價值，而購買該部機器的成本則是其價格。那麼，只要該部機器之總現值

高過或等於它的價格，亦即：

P:::;; PV = y + y + y 
(1 +r) (1 +r)2 (1 +r)3 

投資者便會購買該部機器；而當 P>PV , 投資者便會放棄購買，這是

個人決策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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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最優化釀酒期

—般而言，耐用品可分兩類。第—類是能提供—連串的跨時收入而

相關的經濟抉策已在上—節討論，而第二類則不會持續提供收入，但它的

市值卻隨時間不斷加。葡萄酒便是典型例子，相關於這種耐用品的經濟抉

策是：酒商應將葡萄酒收藏多久，才將它賣出呢？

表 5.2 第二欄顯示每年之市場價值，第三欄顯示其增長百分率，第四

欄則是以百分率計算釀酒的成本，由於釀酒的代價是放棄將酒賣出收取市

價然後將之進行放貸收取利息，是故 MC 所反映的正是利率（定為 70%),

第五欄是各年市價之現值。基於這些資料，我們要求解的是最優化釀酒年

期。其法有二：

年份 市值 MB(%) MC(%) PV 

。 100 100 

7 190 90% 10% 173 

2 342 80% 10% 283 

3 581 70% 10% 436 

4 930 60% 70% 635 

5 1,395 50% 10% 867 

6 1,954 40% 10% 7,703 

7 2,540 30% 10% 7,303 

8 3,047 20% 10% 1,421 

9 3,352 10% 10% 1,422 

10 3,352 0% 10% 7,292 

【表 5. 2 奇蔔涵方僵權天率】

方法一：

根據以往分析，最優化釀酒年期可依據邊際等同原則求出，即所達年期必

須滿足以下條件：

MB(%) = MC(%) MB(%): 市值的增長率

MC(%):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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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第三欄和第四欄顯示額外釀酒之年份所帶來的收益百分率和成本百

分率，以上條件實現於第九年，圖 5.3 顯示此最優化抉策。

MB, MC 

E* 

。

MC 

MB 
時間

［圖 5. 3 逵際孚向原則之應房】

方法二：

要求出最優化釀酒年期，抉策者可揀選最高現值那—年，根據表 5.2 第五

欄黽示各年市價之現值，最高現值實現於第九年，與方法一之結果相同。

圖 5.4 顯示此方法之均衡解， P 線顯示該酒隨時間增長之市值，與表 5.2 第

二欄之資料—致。那些 D 線則扮演貼現的功能，所以它們稱為貼現線，在

一條貼現線上任何—點顯示著不同的未來值，但卻有相同的現值，由該線

與縱軸相交點所顯示。

PV 

P=MB 

T 9 T' 
時間

【圖 5. 4 現瘟祿大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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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節重點：貼現線的引申
設某君有$700 , 並將它存入銀行，在複利率 70% 下，此君的存款（包

括本金和利息）之壇長如下表所示：

二 I 1~。 1~0 1~1 1!3 1:6 1:1 

第五章：利息與現債

若我們將這些存款額顯示於右圖，我們便霄出—條貼親線。這條問線主

要顯示不同時間的不同存款值（未來值），但它們均有相同的開首本

金（現值）於年份零。較高的貼現線顯示較高的開首本金，亦即較高

現值。
PV 

D 

161 ,---------一-----------.

100 

。 5 時間

若我們將這些存款額顯示屄右圖，我們便需出—條貼現線。這條曲線主要

顯示不同時間的不同存款值（未來值），但它們均有相同的開首本金

（現值）於年份零。較高的貼現線顯示較高的開首本金，亦即較高現

值。

比方説，該洒的市值在時段丁和下分別為 P 和 P', 然而，由於它們

均落在相同之貼現線上，顯示了相同的現值 PV'( 讀者可參看枝節討論了

解如何引申貼現線）。不同高度的貼現線顯示不同的現值，貼現線越

高，所顯示的現值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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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進—步決定最優化釀酒期。於年份 T• 該酒之市價為 p' 其現

值由 D' 線與縱軸相交點所示之 PV' 。為達最高財富，抉策者絕不會於時段

T 將售出，這是用隨著價格線上向上移的任何一點均能觸及更高的貼現

線。抉策者著會繼續持有直至價格線相切於貼現線 D"' 這實現於第九年，

其相應現值是 PV" , 亦即這枝酒最高可達到的現值。該相切點亦是此方法

之均衡。

若利率上升，會如何影響釀酒期？方法一的邊際成本上升，令釀酒

期縮短，如圖 5.5(A)所示。方法二的所有貼現線則會顯得更斜，結果令貼

現線與價格線的相切於較短的釀酒期。要注意的是：隨著利率的上升，現

值下降。

以上的分析結果引申—些有趣的含義。若將釀酒讓公眾競投。由於

競投者是現時投標的，他們最高願意放棄的數目必定以現值量度。那麼，

最終的成功競投者必定是那位能支付 PV'' 的人仕。若利率上升令現值下跌

至 PV*,我們便會推測最高的競投價定必向下調整。

圖(A) 圖(B)
MB,MC PV 

D 

D' P 

^ ^ 

。

{ 

+---i 
; 

MC' 

MC 

MB 
時間 。 時間

［囿 5. 5 利率上 ff]

若利率為零，當時物品與未來物品有相同程度的偏愛。這種中性的

時間偏好指出現值與未來值相同。結果，追求最高財富相等於追求最高市

價。圖 5.6 圖 (B) 顯示在零利率下，貼現線與水平平衡，由此它相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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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線最高點，相應的年份為丁＊＊，稱為成熟期，在這時段，市值與及現

值均處於最高，這明顯説明，除非利率為零，否則酒商是不會釀酒至成熟

期的。
圖(A) 圖(B)

MB.MC PV 

P** D' 

P 

MC 

。 MB 
T* T** 

,、

時間 0 
T* T** 時間

【圖 5. 6 零利率】

5.5 收入組合之選擇

設某君面對圖 5.7 所顯示之三個收入組合。收入組合 y 顯示收入隨時

間持續增加，收入組合 y" 顯示收入隨時間持續遞減，收入組合 y' 顯示收入

並不因時間改變而作出變化。財富極大化的假設下，倘若利率上升，決策

者會選擇哪一個收入組合呢？

y 

y 

y' 

。 ' ' 

時間

【圄 5. 7 仗入綰合約選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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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上升帶動下列兩個效果：

財富效果：

應用現值特徵 7) : 當利率上升，所有收入組合的現值均下降。換言之，

決策者的財當必定下降，這可由下列公式説明：

l w-l PV =一一
r i 

調配效果：

應用現值特徵 2) : 距今越遠的收入，其現值越低。利率上升，較遠收入

（相對較近收入）之貼現因素升幅較大，其現值下降幅度亦較為劇烈。上

述三個收入組合裏，組合 y 之大部分收入在距今頗遠之未來才收到，因

此，其現值下降所帶來的損失幅度最大（相對其他兩個收入組合）。在

聶］ 追求最高財富的假設下，此君絕不會選擇收入組合 y' 為令現值下降所帶

來的損失減至最低，此君會選擇組合 y"' 盡量將收入安排於距今不遠之時

獲得。

幺土七入 . 
1111::i 謙B • 

當利率上升，在追求最高財富的假設下，抉策者會盡量將所有收入
分配到距今較近的時段收取。

我們將這重要結論應用於以下情況：

應用一：可耗歇的資源

設某君擁有—筆固定數目的資源，此資源開採後便不能恢復，若提

高開採率，則當時收入會增加而未來收入則下降。相反，較慢的開採率令

大部分收入在未來才收到。若利率上升，對此資源的運用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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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效果：

當利率上升，無論如何調配收入，這資源的現值必定下降；若市場是完全

競爭，資源的市場價格便會等同其現值，因此這資源的市價必定下降，資

源擁有者之財富便減少。

調配效果：

利息上升令此君重新整合其收入組合，亦即改變開採率，為了令現值下降

所帶來的損失減至最低，所有收入會盡量擺放在當時收取，故此，開採率

會加速。

當利率越高，可耗盡的資源的開採率便會加快。

應用二：人力資源投資

設某君計劃透過人力資本的投資改善本身的生產力，因此，他須減

少當時工作量用以進行學習和深造，當時收入便相應下降而未來收入會囚

生產力增加而提高，故此，他所選擇的是—條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收入曲

線；越高的人力資本投資，收入線便越斜。現值特徵 2) 説明，當利率上

升，向上傾斜的收入線之現值下降幅度最高，換言之，人力資本投資的現

值回報下降，故此，會減少人力資本的勳機。

［人力資本的投資跟利率成反比關係。］

5.6 耐用品壽命與利率之關係

越耐用的物品，越多收入於未來被貼現，那麼，利率的增加，其現

值跌幅亦較大，故此，利率上揚時，較短壽命的物品所牽涉的名義價格下

降幄度遠比長壽物品細，故此，長壽物品的相對價格（以短壽物品為單
位）會下降。根據需求定律，長壽物品的消費量便會增加，推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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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價格上升；但同一時間利息上升亦令名義價格下降，此兩股相反方向

的變化誰佔優勢無從確定。因此，長壽物品名義價格之淨變化難以一概而

論。

若將長壽資產對利率變化較敏感這一概念應用於個人財富上，我們

得出， 要是個人財富多以長壽資產持有，如三十年政府債券、名貴房

車及樓房等，那麼此人之財富對利率改變便非常敏感，利率增加，擁有較

多長壽資產的人，其財富下降幅度較大；而相對擁有較多短壽資產的入，

損失較小。

5.7 現值與成本

以耐用品而言，消費需時令它相關的抉策遠為複雜，包括獲取、擁

有和使用三個抉策。正因如此，亦誕生以下三種成本：獲取成本、擁有成

本和使用成本、讓我們逐一探討。

7) 獲得耐用品的成本：

是指獲取耐用品過程裏所付出的代價，如運輸費用和交易費

用；要注意是倘若耐用品是可即時以原價轉手賣出，那麼，耐

用品的價格便不會計算在這成本內；但倘若即時轉手價少於原

價，則其相差值必須計算在獲取物品的成本內。

例五：獲取成本

設甲君獲取某一耐用品須付出，

量度費用： $100 

運輸費用： $200 

物品的價格：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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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甲君即時將其售出之價格是 $800• 那麼，獲取該耐品的成本是：

$100+$200+($1,000-$800)=$500 。倘若耐用品無法轉售，則獲取該物品

的成本是： $100+$200+$1,000=$1,300 。

2) 擁有耐用品的成本：

設物品獲得時的價格為 $1,000• 即時轉手可收回原價，但倘若

持有此物品一年才將它售出，價格為 $600• 那麼持有此物品

的成本包括利息放棄和折舊。

例六：擁有成本

設耐用品的當時價格是 $800 , 若持有這耐用品一年而將其賣出，價格

則為 $600 。那麼，擁有該物品的成本是幾多呢？是否 $200?答案是錯。

由於—年後的 $600 以現值計少於 $600 。因此，在利率 20% 下， $600

的現值是： $600/(1.2)=$500 。

故此，擁有該耐用品的成本應是：

$800-$500=$300 

它是—手價格和二手價格之現值的相差。某程度上，它反映了利息放棄

和折舊。

3) 使用耐用品的成本：

使用耐用品的成本視乎物品是否有轉讓權，倘若物品有轉讓

權，那麼使用成本便是放棄了的租金；但倘若沒有轉讓權，則

並沒有放棄任何選擇，故使用成本不存在。由於使用成本此—

概念在過往已有詳盡分析，此處不累贅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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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資本、資本值與利息

收入是在指定時段內可供消費的最高數目而同時間財富並不會因而減少，

由於收入須以一段時間來量化，它是一個流量概念。財富是未來收入貼現

之和，亦即由以下公式所計算：

W= — 

Y 所代表的是「跨時收入」或「年金收入」， r 則是利率， W 則代表

財富。若將以上公式左右方乘以 r' 則上式轉為：

W X r =丫

從信貸角度，倘若某君貸出本金w, 則他所享有的利息應為：

W X r= 利息

是故財富乘以利率得出以利息為本體的收入：

Wxr=Y= 利息

亦即利息是收入之全部而非當中—部份。

收入＝利息

這個利息與收入的關係頗為抽象，讓我們試舉一例加以説明。構想 A 君每

年可賺得收入 $7,000• 因財政問題 A君須將自己一次過賣出，其市價將如

何決定呢？明顯地，其市價是未來收入貼現之和，即由下式決定（設利

率為 7 0%) : 

$1,000/ 0. 7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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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數值亦是 A 君本身之現值（設A 君頗長壽，故用永久性年金公式計算

其現值之相約值）。此君賣出自己後，若將其所得之款項放貸，利率為

10%• 每年所得之利息正正是$1,000 。收入是$1,000• 利息又是$1,000•

因此，收入等於利息。這概念將常見於第二冊的分析中。

5.9 財富丶收入與利息

資本泛指所有能提供—連串的跨時收入的資產，資本值則是資本所提供的

未來收入貼現之和；換言之，資本值是以現值量度的，並由下列公式計算

出來：
CV= W =一Y 

「

因而資本值受到利率所左右：當利率上升，資本值便下降；當利率下降，

資本值便上升。若市場是完全競爭，資本的市價便是其資本值： 巨仁：

P =CV= W = _ 

表 13.3 顯示資本的收入與其資本值以及市價之關係。

完全兢爭市場

~' 未來收入 I 
貼現」

l l 市價 I 1 I 實本值.• i 1 加總 | 四 | 

【表 5. 3 觜本桌類本僱】

當資本所帶來的預期收入均被貼現於現值，並由市價所反映，這過程稱為

「資本化」（這概念將在第二冊中廣泛探討）。明顯地，基於 5.8 節的討

論，透過資本化，所有預期收入將咸為利息，所有資本的回報均是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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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是一個概括力強的概念，它固然可應於可觸及物如機器、廠

房、商廈等這些有形資本；但亦可應用於—些不可觸及的物品，如壟斷

權、計程車牌照、店舖名稱和商譽等，瑄些東西雖然抽象，但確能帶來跨

時收入，是故歸類為無形資本。詳細的分類於表 5.4 中顯示。

【表 5. 4 類本＃公望類．】

傳統分析將生產因素分為勞力、資本、土地和企業精神；但在近代

分析裏，所有生產因素均歸類為資本，其原因是：

1) 它們均能提供一連串的跨時收入。

2) 其價值等於資本值，即未來收入貼現之和，亦是這些生產資料
的市價，它與利率呈反比關係。

3) 這些生產因素的回報，因可被預期，從而得以被貼現，是故所

有回報均為利息。

由於所有生產因素均具有資本特徵，但它們卻並沒有土地，勞力和

企業創新的特徵，由此可見「資本」較為概括，是故所有生產因素歸類為

資本，而其回報均統稱為利息，至於其它回報名稱如租金和利潤則另有含

義（詳見於以後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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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產因素都是資本，但亦可細分為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兩

者的不同，在於其市場運作和產權的持有形式。非入力資本由於可在市場

一次過售出，其交易價是其資本值，亦即現值，例子如機器和廠房等，至

於人力資本，由於不可以—次過轉售，在市場交易時，只可租出，因而令

所交易之價格是每段時間的利息收入，而非資本值。但無論何種交易形

態，其最終之總現值必定相同。

基於交易形態不同，利率改變所帶來之影響亦不同。當利率上升

時，非人力資本之市價會因資本值下降而調低，人力資本卻沒有這種調

節。那麼，替代效果便會產生，生產主管將減少人力資本的僱用至增用非

人力資本，在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互相替代和競爭下，人力資本所交易

的利息收入（即工資）便會調低，這—調節好比非人力資本的資本值下

降，令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重新達致均衡。

5.10 收入極大化和財富極大化

前節巳指出收入與財富之關係可由下式總結·

W= 工

要注意的是在公式內的收入是「一連串的跨時收入」或「年金收

入」。當 Y 處於最高，財富亦達最高之數值。故此，基於以上公式，追求

最高財富相等於追求最高的年金收入（彧－連串跨時收入）。

然而，若收入所指的是一段時間內的收入，收入極大化與財富極大

化便不同。我們試舉一例加以説明，圖 5.8 顯示三個收入組合，著抉策者

處於 t' 之時段，利率下降會令他在追求最高財富下選擇組合 y , 比方他會

多作人力資本的投資。然而，在最求最高時段內收入下，它寧揀組合 y" , 

這是因為該時段具最高收入。明顯地，財富極大化和收入極大化所得出的

選擇會出現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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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y 

y 

y" 
。 r 時間

［圖 5. 8 孜入祛大仡察財富茲大北】

—般而言，在某—時段內追求最高收入這一假設遠遜於追求最高財

富這一假設。某時段的收入是—個流量概念，它隨峙間變化而波動，人們

實覲以追求—些極為波勳的東西而時間上又不會產生衝突。正如圖 5.9 所

示，時段 t' 內，收入極大化驅使抉策著選 y" ; 然而在時段 t" , 他會揀還y 。

但這種選擇轉移是不可能的，當抉策者選定了某—個收入組合，以後便會

固定於這一收入組合。因此，除非任何時間，某—收入組合的收入均高於

所有其它收入組合，如圖 5.10 所示，收入極大化會導致矛盾的選擇。另一

方面，財富是—個存量概念，以現值表達，是故它不受時間波動所左右。

理論上，人們是可以追求某—數值之最高值，故此，財富極大化不會導致

矛盾的選擇。

收入

y 

, 

。
y , , 

t ' t" 
時間

［圖 5. 9 孜入孫大北約選擇矛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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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y 

'y 

y" 

。 -時間

［圄 5. 10 仗入槎大北約選涯吻合】

5.11 消費與利息

5.6 節指出利率上升提高當時生產。那麼，隨利率上升，對當時消費

的影響又怎樣呢？圖 5. 11 顯示以本來物品為量度單位的當時物品之 MV 曲

線。 5. 11 節指出以未來物品為量度單位的當時物品之相對價格為 1 +r' 因

此，利率的上升顯示當時物品的相對價格上升。根據需求定律，當時物品

的需求量將由 QC 跌至 QC' 。替代效果的存在暗示利率與當時消費成反比關

係。根據定義，任何延遲消費便是投資，所以，利率上升令投資增加。

MV(未來物品）

f ' rr 十
十

11 ^ E' 

E 

cc MM 
^— 

。
MV 

Oc'Oc 
( 

SE 

Q(當時物品）

【圄 5. 11 跨皓矽劵代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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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影響不止於此，利率上升令財富下降，在當畦消費為正常物品

下， MV 曲線向左移。在已定價格 1+r' 下，當時物品的需求量便由 QC' 進一

步跌至 0/' 這是財富效果，如圖 5. 7 2 所示。

MV(未來物品）

「~: ~·I t 

E cc MM |̂ 

。
MV'"- MV 

Oc" Oc'Oc 
、＇＜
WE SE 

Q(當時物品）

【圖 5. 12 尉霏效表】

絪紅
/l'tC;、 /I、口

D 利息是價格的一種，因它顯示某人換取有價值物品時必須放棄的數

目。它是借款者提早獲取物品所付出的價格，或借款者提早消費的

代價。它是貸款者延霆消費的補償。它決定了以未來物品為單位的

當時物品之價格， 7 +r 是當時物品的價格 (r 為利率）。利息出現

於當時物品與未來物品交換時，因此，若沒有跨時貿易．利息便不

會出現。利息是當時物品與未來物品的交換率，即使沒有貨幣，利

息依然存在。在以物換物的經濟裏，利息是以實物為量求單位。在

貨幣經濟裏，利息可分為兩類：實質利息和名義利息。名義利息是

以貨幣為量度單位，為了對沖遍脹，其數值與質通脹率呈正比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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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收入是在不影響財富下某段時間之最高的消費流量。財富是未來收

入貼現之和。財富乘以利息得出以利息形態出現的收入。故此，利

息是收入的全部，而非—部份。

D 因此，追求最高財富等於追求最高「跨時」收入（年金收入）。

然而，追求最高財富等於追求最高「某一時段」收入有所不同。

追求最高財富的行為受利率影響，而追求最高某—時段收入則不受

利率所左右。

D 概念上，所有生產因素均是資本，因它們均可提供—連串跨時收入

的資產。其市價等於其資本值，即未來收入貼現之和。換言之，是

以現值為量度單位。這關係可以下列公式表達： 因於所有生

產因素之預期回報均會資本化於資產價格（資本值）上，故此這些回

報均為利息。資本可分為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前者泛指所有能

提供跨時未來收入的人力貢獻而後者則泛指所有非人力貢獻。近代

經濟中，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的相異並非在於概念，而在其合約

的形式。人力資本是以局部轉手形式進行交易（租賃合約），是故其

價格是利息收入。然而，非人力資本是以一次過轉手賣買形式進行

交易，因此交易價格為資本值。非人力資本又可細分為兩類：有形

資本和無形資本。前者有其實質外表形象而後者則以抽象形態出

現，例如聲譽、壟斷權和商號等等。

71 





個體經濟學 第六章：完全競爭

6 完全鷓爭

6.1 特性

本書將會集中討論「競爭」這—概念。首先我們會探討傳統經濟

學的「完全競爭」模式。通過分析這種市場結構，我們將了解市場是如

何協調個體的消費及生產行為。完全競爭市場有以下特徵．

1. 賣者人數眾多

大量賣者使他們各自擁有的市場佔有率顯得微不足道。換言之，即

使個別廠商改變其供應量，也無法對整體市場供應及市場價格構成

影響。在完全競爭市場裏，賣者們所面對的只有—個價格，並依此

決定其銷售量。因此，—間完全競爭的廠商又稱為受價者，而整個

市場亦可稱為「受價者市場」。

然而，問題是一個行業需要多少賣者才足以使個別廠商無法壟斷市

場呢？經濟學對此並未有—個確實的答案。賣者人數眾多其實並非

完全競爭模式的必須條件。就以香港本地的流動電話服務市場為

例，儘管供應商為數不多，但彼此間的競爭也足以使這市場接近完

全競爭之均衡。事實上，在穩定的市場需求下，一個行業中的廠商

數目，往往受制於政府的發牌制度和生產技術（稍後自有詳述）。

在以下的初步分析裏，我們特別假設廠商的數目被政府的發牌制度

所固定。然而，為了與傳統的完全競爭模式保持—致，我們將在稍

後的部份取消這個假設，並同時探討成本曲線如何左右—個行業的

廠商數目。

2. 產品的同質

在同一行業中，所有賣者的產品在各方面均完全相同，故此除了價

格競爭外，賣者是無法透過其它非價格競爭招徠顧客。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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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全資訊

市場每位參與者均擁有完整的資訊，包括有關市場價格、消費者喜

好及生產成本的資訊。換言之，市場資訊是免費物品，買賣雙方均
不須付出任何代價便能獲取資訊。

基於上述三個假設，我們先探討這個市場模式中的供應行為。

6.2 個別廠商的供應曲線

根據消費均衡 "P=MV" , 個別買家的需求曲線即是其邊際價值曲

線。然而，由於固定生產成本的存在，個別賣者的供應曲線顯得較為複

雜。正如上一節所述，在完全競爭市場中，賣者必須依循市價決定其生產

量。在市場價格 P* 之下，賣者可隨意選擇其生產量。相反，若果個廠商提

高其產品價格，他將失去所有顧客。因此，如圖 6. 7 所示，個別廠商是受` 價者，其所面對的是一條完全高彈性的需求曲線。

受價者所面對是一條橫向需求曲線，
能接受市價。

這條橫向的需求曲線亦同時擔當價格線 "p" 的角色，即顯示每件

產品的最高售價。此外，由於市場中所有產品的邊際價格相等，這條橫向

直線亦代表邊際收益線及平均收益線。表 6. 7 顯示某受價者的資料，其中

清楚地指出 D=P=MR=AR 這個特點。
P, MR, AR, D 

P* D = P= MR=AR 

。 Q 

【圖 6. 1 受潰考面對尚需衣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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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P TR MR AR 

1 70 70 10 10 

2 10 20 10 10 

3 10 30 10 10 

4 10 40 70 70 

丁R=PXO

MR 
A丁R

= 60 
TR 

AR= —-
。
［表 6.1 P=NR=AR>

我們試以—個沒有價格管制的完全競爭計程車服務行業為例作進—

步分析。假設市場均衡價格是 P* 。圖 6.2 所顯示的是—位個別計程車司機

的價格線和邊際成本曲線。受價者根據生產均衡 "MR=MC" 來決定供應

量。在 MR=P 的前題下， "MR=MC" 這個均衡條件可以 "P=MC" 代表，

而相應的供應量是 O* 。由於邊際成本定價 "P=MC" 的存在，邊際成本曲

線 (MC 曲線）亦同時顯示賣者在各價格願意及有能力供應的最高產量；

故此這條曲線又可視為賣者的供應曲線。

P 

MC 

P* D = MR =AR 

。

Q* 

Q 

【圖 6. 2 邊際成本價孫】

然而，邊際成本曲線的某一部份並非有效的供應曲線。這是因為

"P=MC" 這個條件只能確保總生產者盈餘達致最高，但這筆總生產者盈餘

卻有可能不足以彌補所放棄的其它總收益。因此，我們須要進—步透過以

下四個情況來探討不同的平均收益和平均成本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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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圖 6.3 顯示當市價在 P' 時，生產量要達到 O' 個單位，才能滿足 "P=MC"

的最優化條件。可是，在 O' 這個產量的平均收益卻低於平均變動成本。換

言之，司機現時提供計程車服務的回報少於其次佳生產選擇的回報。圖中

的灰色部份代表了二者之差別。現時司機所賺取的總收入明顯無法彌補其

總變動勞力成本，因此，司機將會停止提供計程車服務，離開這個行業。

綜上所論，當市場價格低於最低平均變勳成本時，廠商將終止目前的生產

並離開該行業。故此，傳統經濟學把平均變動成本曲線的最低點稱為「倒

閉點」。

MC,AVC,ATC 

MC 

76 

懌

。

ATC 

AVC 

D = MR=AR 

Q' 
Q 

【圖 6. 3 宴例一】

情況二

在圖 6.4 , 市價 P" 顯示最優化的生產量為 O", 與 O" 生產量相應的平均收

益顎然高於平均變動成本，但卻比平均總成本為低。這表示司機雖然能夠

在提供計程車服務中取得比次佳生產較多的回報，但剩餘的部份卻不足以

彌補他所放棄的固定生產因素的租值。這導致某部份的固定成本，即圖中

的灰色部份，無法被抵銷。情理上，由於有更佳的其它生產選擇，該司機

理應離開計程車服務行業，另謀高職。然而，傳統經濟學分析有另—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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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經濟學分別以短期及長期兩種分析來處理這個情況。短期而言，由於

生產時段過短，以致固定生產因素無法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被轉租，固定

生產因素的租值是不可在短期內討回的，結果它不是當時機會成本的—部

份。正因如此，雖然廠商現時的回報仍未足以彌補那筆固定成本（既往

戌本），但生產暫時仍會繼續。因此，在所謂「短期」生產中，只要

平均收益足以彌補平均變動成本，即

AR~AVC 

計程車司機仍會繼續提供服務。然而，長期而言，當生產時段來得較長

時，該司機可將計程車轉租，討得固定生產因素的租值，這固定成本成為

機會成本的一部份。在這情況下，除非

AR~A丁C

否則司機便會離開計程車行業。換言之，司機賺取的總回報必須至少足以

彌補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的總和，否則，這些生產因素，包括司機本身，

也會另謀高就的。傳統經濟學稱固定成本為「準租」，因為「準租」在短

期而言是—筆剩餘，但長期而言卻是＿筆必須賺到的收益，才可阻止生產

因素轉移往次佳的生產選擇裏。由此我們得出如下的結論：在這情況，短

期而言，司機將繼續提供計程車服務；但長期而言，他會終止生產，另謀

高就。由於傳統經濟學的短期分析過於短促以致我們難以從中引申有用的

含意，故此我們在往後分析中會集中探討生產者的長期行為。（事實上，

傳統經濟學的短期分析在遁輯上是前後矛眉的。在一個訊息完全的完全競

爭模式裏怎能開首就出現一間虧蝕的廠商呢？不要忘記在訊息完全的假設

下，廠商是不會犯錯的。）

7 7 



個體經濟學 第六章：完全競爭

MC,AVC,ATC 

MC 

P" 

。

, ATC 

AVC 

D = MR=AR 

Q" 

Q 

【圖 6. 4 菰例二」

情況三

從圖 6.5 可見，基於市價為 P'" , 賣者生產 O"' 之數量，而平均總成本則處

於最低點，這反映 "AR=A丁c" , 即賣者無法賺取任何經濟租。計程車司
機提供接載服務所賺取的總回報剛好抵銷了他所放棄的薪金與租值的總和

（即指司機在次佳選擇所賺霄最高總回報）。因此，傳統經濟學把平均總

成本曲線的最低點稱為「損益平衡點」。對於司機而言，由於現時並沒有

回報更高的其它生產選擇，所以司機仍會繼續逗留於該行業。

P 

MC 

ATC 

P"' 

。

D = MR=AR 

Q"' 
Q 

［圖 6. 5 亭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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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四

在圖 6.6 中，市價 P"" 遠高於平均總成本曲線的最低點。在生產量 Q"" 上，

平均收益高於平均總成本，這代表計程車司機所賺取的總回報多於所放棄

的工資及租值之總和。圖中陰影部份顯示司機所賺取的經濟租。在次佳生

產選擇所得之回報遠低於現時生產之回報的情況下，司機將繼續留在這個

行業服務。 P 

MC 

P"" 

。

D = MR=AR 

Q"" 

Q 

【圖 6. 6 宴例囯】

綜上所述，受價者會以生產均衡 "P=MC" 來決定其生產量，但當

市價低於相應的平均總成本時，受價者寧停止生產，離開市場。而當市價

還要比平均變動成本為低時，廠商停止生產更形急切。因此，傳統經濟學

將高於最低平均變動成本的一段邊際成本曲線稱為「短期個別供應曲

線」，即圖 6.7 中 BS 一段的邊際成本曲線。

P 

s \// 

/ 

/ 

/EB 

AVC 

。 Q 

【圖 6. 7 涸體俁應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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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完全競爭均衡

第六章：完全競爭

市場需求曲線及短期市場供應曲線分別是由所有買者的需求曲線及
所有賣者的短期供應曲線橫向相加而成。基於我們假設自由進出市場是受
到限制的（如受制於政府的發牌制度），所以行業中的廠商數目是固定

的。

從圖 6.8 可以看到，市場需求與供應曲線的相交點 E* 決定了市場的
均衡價格 P* 。在這個均衡價格下，每位消費者依據 "P*=MV" 原則決定其
需求量；同時，每位生產者亦會以 "P*=MC" 來決定其供應量。在市場價
格 P* 的指導下，消費者的總需求量與生產者的總供應量因而相等，即

Q =0 d s 

這個等同的市場數量稱為均衡數量 O* 。上述的情況確保市場穩定，使個
別的消費及生產行為不再作出變化，因而達致市場的均衡。然而，我們須
明白均衡純粹是理誰世界裏的概念，並非可從我們現實世界裏觀察得來
的。

典型買家 市場 典型賣家
P p P / s _. 

．
。

p 

[ 

_Q 

D 

S-

－
丶

笑
！
＇
～

-/ 

。

. p -Q -D 

= 

-MV \ - . P 

a, o, 
Q 

【囿 6. 8 ,J, 緣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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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市場均衡，我們再進—步探討市場供應的內部結構。從圖

6.9 可見，不同的廠商各自擁有不同的成本曲線。這是因為不同的基因使人

們分別在不同的活動擁有成本優勢。事實上。若果所有賣家的成本曲線完

全相同，專業化生產和交易將無法帶來任何利益（除非邊際戍本曲線因視

楔經濟而由左至右向下碩斜），在這情況下，市場機制只會集中於協調消費

的交易而已。

擁有不同成本曲線的廠商分別賺取不同數值的經濟租。—間廠商的

成本曲線偏高正反映出其所放棄的次佳生產選擇之回報較高。（編者按：

這絕不表示該厰商鏵法有效率地進行生產。）在相同的平均收益之下，

這間廠商只能獲得較少的經濟租。相反，若廠商須放棄的次佳選擇的回報

愈小，其所賺取的經濟租則愈多。表 6.2 顯示三間廠商（司機）所賺取的

經濟租。

定義上，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均衡裏，邊際上的經濟租必須為零；然

而，例子中的所有廠商仍能夠賺取經濟租，反映出這個情況尚未達致完全

競爭市場的均衡。因此，價格競爭將會出現，以何形式出現呢？我們一直

假設計程車行業的廠商數目受制於政府之發牌制度。設政府發放了三個牌

照並收取牌窯費用，那麼，這些牌照的市價應如何決定呢？明顯地，經濟

租便是司機為獲取牌照而願意放棄之最高數額。表 6.3 顯示當市價分別是

$300 、 $200 及 $100 時，有關計程車牌照的市場數量。例如：當牌照價柊

為 $300 時，只有司機 A 才有

司機

經濟租 ＄二 I 二。 I 二。
【表 6. 2 輕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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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9 俁應方面葯完全統圣】

能力購買牌照，於是牌照的需求量只得—單位，其餘兩個牌照代表著超額

供應；當牌照被訂價為 $200 時，司機 A 和 B 均有能力購買，使超額供應

減至一個牌照。由此，牌照的均衡價格應是$ 100' 三位司機各需求—個

牌照。而當價格牌照被訂低於 $700 之水平時，其它潛伏司機便會加入競

爭牌照之行列，引致超額需求。

租金價格 Qs Q d as - a d 

$300 3 1 2 

$200 3 2 1 

$100 3 3 。
［表 6. 3 不冏葯牌，皚價落】

圖 6.10 顯示為爭奪計程車牌照所引發的價格競爭對司機們的影響。

由於政府以定額形式收取每個牌照 $700 之費用，計程車司機的固定成本

因而上升，在沒有影響最優化邊際產量的情況下，他們的 A丁C 曲線均向上

移。我們可見司機 C 不能再賺取任何經濟租，這亦暗示同時達到了完全競

爭的均衡。價格競爭使廠商在邊際上無法賺取任何經濟租，而正因為邊際

上經濟租已是零，其他潛伏廠商亦不會加入計程車行業進行競爭。表 6.4

顯示在政府徵收牌照費用下各司機所剩下的經濟租。

司機

經濟租

A 

$200 二【表 6. 4 微孜牌寬韋房矣尚緤濟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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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 完全疣妥紛垮衡】

司機 C 在經濟學上稱為「邊際廠商」。除了無法賺取任何經濟租

之外，邊際廠商有以下兩個特色"

1) 邊際廠商對於市場波動是最敏感及最易受到影響的。例如—旦市價

下跌，司機 C 會發覺他在次佳行業所賺到的回報要比現時的回報為

多，所以他將會是首位離開計程車服務行業的廠商。

2) 邊際廠商原初所賺得的經濟租決定了計程車牌照的市場價值。假設

市場需求下跌以致市價下跌，令邊際廠商所賺到的經濟租均下降。

若計程車牌照的供應依然固定於 3 單位，其市場均衡價格亦會緊隨

下降。

由於司機 A 和 B 繳交牌照費用後仍能賺取正值的經濟租，所以他們

在經濟學上稱為「邊際內廠商」。因為邊際內廠商的當時生產所得之回報

遠高於次佳生產選擇所能賺到的回報，所以他們對於市場波動的敏感度，

遠比邊際廠商為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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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經濟學對於邊際內廠商有另一套的闡釋。傳統經濟學認為這些

廠商之所以能夠享受較低的成本，乃由於他們擁有—些「優質」的生產因

素。這些生產因素使厰商能夠烕省生產時所使用的資源，從而降低生產成

本，並讓廠商能夠賺取經濟租，而這些經濟租在經濟學上稱為「李嘉圏

租」。然而，這些廠商卻不能長時間賺取這筆李嘉圖租，因為廠商之間的

競爭最終只會導致這些優質生產因素的價格上升。這些邊際內廠商的成本

最終也會上升直至到達損益平衡點，那就是所有廠商的平均總成本曲線的

最低點剛好觸及價格線，最終沒有廠商能夠賺取經濟租。

完全競爭均衡的應用十分普遍。就以一幢固定鋪位數目的電腦商場

為例，假設電腦硬件的市場需求增加，商場裏每間廠商所賺取的經濟租會

因而上升，可是這同時亦會吸引潛在廠商加入該行業，競投商場內「固定」

數目的鋪位，從而導致鋪位的租金上揚。最終商場中至少會有一間廠商無

法賺取任何經濟租，否則商鋪的租金只會繼續上升，而那些仍能賺取經濟

租的商鋪必定有某些特長，這些商鋪的東主很可能是很優秀的營業員，故

此他們所收取的額外回報反映他們放棄的隱性薪金。若我們連同這隱性成

本跟其它成本也一併考慮，這些商鋪所得的回報只僅僅彌補其所放棄的次

佳生產之總回報，最終這間商場裏沒有一間商鋪能賺取經濟租。

6.4 自由進出市場與長期市場供應

如上文所述，我們明白到價格競爭如何使廠商無法賺取經濟租，我

們並可從中引申可被驗證含義＇假設—件產品的需求增加，其價格因而上

升使廠商們得以賺取更多的經濟租，但便引發潛在廠商以價柊爭奪為數有

限的牌照，最終導致牌照價格上升，這就是廠商數目被固定下的最終之完

全競爭均衡結果。然而，讀者也許會問：假若廠商可自由進出市場而不用

受制於發牌之數目，那麼完全競爭均衡又會如何改變呢？直覺的答案是產

品需求增加導致廠商數目上升，可是厰商實際數目之多寡是受於生產科技

所影響，亦即受成本曲線所左右。傳統經濟學透過三個情況來分析迨個問

題，現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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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常值成本工業

在圖 6.11(B) 中的 E* 點是原初的完全競爭市場均衡，那短期市場供應曲線

,'s" 是由眾多賣者的短期供應曲線橫向相加而成。為方便分析起見，讓我

們假設所有廠商的平均總成本之最低點完全相同（這可視作優質資源的隱含

成本也包括在總成本內）。圖中顯示產品的需求由 D 上升至 D', 市場價柊

隨之增加使所有現存廠商能夠賺取正值的經濟租。在沒有牌照數目限制之

下，新的廠商可以自由進入市場並透過下列兩種方法來進行價格競爭。方

法一是降低產品的價格以招徠顧客。在圖 6. 11 (B)• 短期市場供應曲線由 S

右移至 S'' 使市場價格因而下降。方法二則是透過增加生產因素價格來獲

取更多生產因素。然而，在現時情況中，我們假設所有生產因素的供應是

極具彈性的，以致在固定的生產因素價格下，廠商可髓意僱用任何數量的

生產因素。因此，新進的廠商阿須付出更高昂的代價去僱用生產因素。而

原先的平均總成本最低點亦保持不變（見圖 6. 7 7A) 。由此，新廠商不斷

加入這個工業直至供應曲線右移使產品價格下降至原先最低平均總成本的

水平，即新的均徨點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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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6. 11 成本固定存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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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在常值成本工業中，產品需求增加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剛好會被供

應方面的上升所抵銷，以致市價得以保持不變。因此，自由進出市場讓長

期供應曲線在此情況中成為—條水平平衡的橫線（即SLR) 。從圖 6. 1 1 

(B)可見，這條橫線是由 E* 及 E** 兩點連結而成。請注意，由於市價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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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變動，現存的廠商並沒有調整其供應量。因此，供應量的增加應該歸

因於新進廠商的新增產量。然而，究竟最後會有多少新廠商加入市場呢？

這仍是一個未知之數，因為我們無法知道新加入廠商的平均總成本最低點

處於那—生產水平上。現實例子中的報販行業與這種常值成本行業十分相

近。報販們大多以固定的批發價格獲取報紙以作零售，故此他們的最低平

均總成本理應大致相同。

情況二：遞增成本工業

在這個情況中，生產因素的價格必須上升才能使其供應量得以上升。同樣

地，如圖 6.12(6)所示，產品的需求量由 D 增加至 D', 新進廠商不但要降

低產品價格以招徠顧客，還要付出更高昂的代價才能僱用到足夠的生產因

素。隨著生產因素價格的上升，廠商的平均總成本最低點亦會上移（見圖

6. 12A) , 以致產品的最終價格高於原先的水平 P* 。而圖 6.12(6)則顯示

新的均衡 E' 取代了原有的 E* 點。由此可見，即使現情況廠商可以自由進

出市場，若果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增加，他們就必須繳付更高昂的價柊才

能獲得產品，因此長期市場供應曲線是向右上傾斜的。香港的「花墟

道」，花店林立，擺賣的花卉款式眾多。而最近售賣蘭花的熱潮使該處的

花商賺取可觀的經濟租，然而在半年內，花園街很多的商鋪也跟隨售賣蘭

花。蘭花的價格因而下降，而同時該處鋪位的租金亦同時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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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C A元＇
ATC S S' 

D'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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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0 Q*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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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6. 12 成本遞堆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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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三：遞減咸本工業

在此情況中，若對生產因素出現龐大需求便可讓其供應享有規模經濟，由

此生產因素的價格不升反降。亦因如此，新進的廠商便有更大的減價（指

產品的價格）空間以招徠顧客。如圖 6.13(A)所示，生產因素價格的降低

使平均總成本的最低點隨之下調。新的均衡點 E** 顯示價格競爭使產品的

價格低於原先 P* 的水平，這表示當消費者需求更多產品時，他們會發覺產

品價格不升反降，長期市場供應曲線 SLR 此情況下是向下傾斜的。現實世

界裏，電訊業正是這種遞減成本行業的例子。加入這個行業的公司起初需

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投產後，隨生產量增加，總生產成本上升之幅度便

會不斷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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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6. 13 成本遞成存裳】

綜上所述，不論所分析的行業是上述的哪一種，在完全競爭均衡裏

所賺取的經濟租必定為零。換言之，經濟租—旦大於零，市場競爭將會推

低市場價格，更有可能增加生產因素的價格。因此廠商最終只能夠賺取—

筆競爭性的回報，其數剛好彌補次佳生產選擇的回報，這是本書所要申述

的其中—個要旨。這原則將會廣泛地應用於各種市場結構的分析裏，包括

本章的其餘部份與及下—章的壟斷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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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潛在競爭

第六章：完全競爭

在 6.1 節中，我們曾提及—個市場是否完全競爭並非取決於行業裏廠

商數目的多寡。事實上，市場外的潛在競爭者往往威脅著現存的廠商。設

有—條向右上傾斜的（長期）市場供應曲線，我們可將之分為三個部份

（見圖 6. 14)' 並以此分別代表三類不同的廠商。圖中的 E* 點和以下的部

份分別代表邊際廠商以及邊際內廠商，而以上的部份則代表那些平均總成

本之最低點高於價格 P* 的潛在競爭者。儘管這些潛在廠商並未直接在行業

之內競爭顧客，但他們伺機進入市場的意圖卻無時無刻牽制著行內現存廠

商之生產行為。

我們試以—例闡釋『潛在競爭』的影響力。假設行內現存所有廠

商合謀組成一個『卡持爾』，企圖透過牽制各成員的生產量來操控產品的

市場價格。如圖 6. 15 所示，若這個『卡持爾』成功地將總生產量由 O* 減

至 Q'' 市場價格便會由 P* 上升至 P'' 現存廠商的每單位收益便會增加

（如圖中灰色部份所示）。儘管這種串謀表面上似是可行，但事實上由於

內部的不協調以及外部的潛在威脅，這類串謀往往失敗收場。就內部不協

調而言，即使現存的廠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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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6. 14 浮在疣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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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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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圖 6. 15 卡持蘑】

聯合減產之協議，在市價上升至 P' 的利誘下，個別廠商會有很強意慾私下

增產，正如圖 6. 7 6 所示由 Q' 增產至 O*' 圖中的灰色部份正是誘使廠商違

反減產協議而私下增產的潛在得益。假若所有參與這個『卡持爾』的廠商

分別同時增加產量，市場供應量便會急增，使市價回落，最終這個『卡持

爾』便會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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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6 內在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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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更重要的是市場競爭使這個串謀協議永遠無法實現。事實

上，潛在競爭的外來威脅—直在左右著整個市場的運作。只要這個『卡持

爾』將價格由 P* 提升至 P', 如圖 6. 7 5 所示，潛在廠商將會因為有利可圖

而進入該市場分一杯羹，於是為整個市場帶來 O* 至 O" 的額外生產量，導

致市場價格回落，而卡特爾原先的計劃亦會落空。明顯地，即使卡特爾本

身能夠確保各成員行動保持一致，在潛在競爭的威脅下，其串謀行動成功

的機會仍是十分渺茫。因此，長期而言，價格競爭足以保證沒有廠商能賺

取任何經濟租。

6.6 可被驗證含意：徵税之影響

上文主要集中分析價格競爭如何使廠商無法賺取經濟租。現在我們

基於過往的分析進—步探討徵税的影響。設政府向每件貨品之銷售徵收從
量税，所有廠商的變動成本因而上升，以致其邊際成本曲線和平均總成本

曲線隨之上移。因為短期市場供應曲線是由眾多個別廠商的邊際成本曲線

橫向相加而成，故此隨著邊際成本曲線的上移，市場供應曲線亦會同步向

左移動。就常值成本行業而言，市場的升幡將會與從量税所徵收的幅度相

等，而需求量則會下降。隨著市場交易量的萎縮，廠商們將無法以現價全

數賣出所有產品，故此他們會不約而同地減價促銷。其減價影響主要有

二： (1)減價將會使邊際廠商經營出現虧損，迫使他離開這個行業； (2)所有

邊際內廠商會減少其供應量。最後，市價的升幅少於從量税的税款，兩者

的差距便是生產者每單位所承擔的税款。

就遞增成本行業而言，市場產量的萎縮使生產因素的需求及其價格

下調，以致生產成本下降，市價的上升幅度亦較細。因此，相對於與水平

平衡的長期供應曲線而言，消費者面對著—條向上傾斜的長期供應曲線會

於每單位承擔較少税款。由此可見，市場供應彈性越低，消費者每單位的

税款承擔則越少。而就遞減成本行業而言，產量萎縮郤會增加生產因素的

價格，從而削減市價下調的空間，以致市價的升幅較接近從量税的税款，
消費者因而需要承擔大部份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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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完全競爭：特殊情況

以下我們將探討完全競爭市場的一些特殊情況，藉此加強對這個模

式的了解。首先，設行業內所有廠商的 U 狀成本曲線完全相同，即他們可
以相同的最低平均總成本生產相同的產量。如圖 6.17 所示，所有廠商的最

低平均總成本均處於 O' 。若某廠商欲生產兩倍 O' 的產量，他寧依照現時

的生產規模成立多—間完全相同的廠商，也不會選擇在原來的廠商裏擴充

其規模，這可使總生產成本減至最低。由此可見，假若市場的均衡數量是

O*' 行業裏的廠商數目應為 0*/0'' 而那一間廠商會出現純為隨機選擇。

比方説， O* 為 1,000 憚位，而 Q 則是 80 單位，行業裏便有 125 間廠商。

由於廠商們可以無限量把自己的廠商複製，使其短期市場供應曲線是橫向

且沒有向右上傾斜的部份。囚此，在這特殊情況下，市場的均衡數量只會

單由需求面決定，而供應面則決定市場價格，其值等於平均總成本的最低

值。

:}/"• :1~/'~/<: ~ ~: 
, : i 
。 a 。 Q 0 Q 0 

,Q 

［圄 6. 17 特球愫元」：完全裙冏葯 UJ/;大成本海線】

在上述的特殊情況裏，從量税的徵收使所有廠商的成本曲線上移，

而市場供應曲線亦會隨之上移，幅度則跟每單位税款相同，市場價格亦會

以同—幅度增加。然而，市場交易量的萎縮卻導致某些廠商被迫離開市

場。以上述的例子作示範，若市場交易量縮減了 240 單位，三間廠商便會

因而結業。可是，由於行業裏所有廠商均為邊際廠商，哪三間廠商被迫離

開市場是一個隨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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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特殊情凡就是所有廠商擁有完全相同的與水平平衡的邊際成本

曲線，且沒有固定成本。在此情尻下，邊際成本曲線同時亦是平均總成本

曲線。若將所有廠商的邊際成本曲線橫向相加，我們便得出一條與水平平

衡的市場供應曲線。如前文所述，市場均衡反映出市場交易量只由需求單

方面決定，而供應面則決定市場價格，該數值等同於邊際成本以及平均總

咸本。可是，在這惰況下，我們匯從稽考廠商的數目。而徵收從量税的影

響大致上與上近的情況相同，唯一的分別在於這次我們皿王得知廠商變化

的數目。

MC,•ATC, p• MC,0ATCa 户

Q 0 >o o 

MCc0ATCc 

P^ 

~' 
Q 0 

n 
［圖 6. 18 将球愫尤 FL 完全祠冏矽搭尚成本尚線】

6.8 完全競爭與效率

在上文分析裏，我們集中分析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均衡裏，價格競爭

如何導致每間廠商最終只能賺取競爭性的回報。本節我們將探討價柊競爭

在資源調配方面的表現，我們所關心的是其最終資源調配結果能否為整体

社會帶來最高的使用價值。—如上又分析，在完全競爭下，買賣雙方均是

市價的接受者，並依市價來決定其消費及生產行為。—方面，買者以邊際

價值等同市價為原則決定其消費量，令以下條件得以符合：

P* = MV A = MV B = MV C = ........ . 

這條件顯示透過價格機能的指引，所有消費者的邊際價值均相同，滿足了

『消費效率』，即消費的總使用價值在已定的市場數量下達致最高。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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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生產者以邊際成本等同市價為原則決定其生產量，令以下條件得

以符合：

P* = MCA= MC6= MCc=········· 

這條件顯示透過價格機能的指引，所有生產者的邊際成本均相同，滿足了

『生產效率』，即生產的總成本在已定的市場數量下達致最低。最後，

市價將所有消費者的邊際價值等同所有生產者的邊際成本，亦即以下條件

得以滿足．

MV C = MCB = MV A= P* = MC A= MCB = MCC = .. ….... 

上述條件使交易利益達致最高，符合了『交易效率』。圖 6. 77 的 E* 符

合了上述條件，社會成員已抽取了所有社會得益。在這資源調配狀態下，

整體社會無法透過重新調配資源使某些人得益而其他人不受損，這符合了

經濟學上的『柏利圖條件』。

• 苾，........

93 

柏利圖條件在這個資源調配狀態下，＇我們無法透過重新調配資源
使某些人得益而其他人不受損。

P 

S= MC 

E* 
P* 

D=MV 
。

Q* Q 

【圓 6. 19 方蟻玲衛哀拮利周條f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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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述 E* 點同時也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均衡，因為在 E* 點，人們將

無法於消費、生產和交易行為中再取得更多的利益，故此人們的行為會穩

定下來，將不會再作出變化，符合了均衡的定義。完全競爭的市場均衡顯

然符合了柏利圖條件。在下—章，我們會再次依據柏利圖條件衡量壟斷市

場在資源調配方面的表現。

總結

D 在完全競爭市場裏，個別生產者所面對的是—條與水平平衡的需求

曲線，這條需求曲同時亦是一條價格線，邊際收益曲線和平均收益

曲線。

D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均衡裏，那些無法賺取經濟租的廠商稱為『邊

際廠商』，而『邊際內廠商』則能夠賺取經濟租。

0 無論在那—種工業（常值咸本、遞增成本還是遞減咸本工業），

從量税的徵收將會迫使邊際廠商離開市場，因為它的平均總成本之

最低點是全行裏最高的；倘若所有廠商的成本曲線均相同，則無論

是 U 型或是與水平平衡，哪—間廠商離開該工業純粹是—個隨機選

擇。

D 由於完全競爭市場均衡是『 P=MV=MC 』，所以它符合柏利圖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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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1 尋價者

我們可在現實世界找到—些市場為生產者所壟斷，亦即只得一位生

產者在市場供應某物品。這跟完全競爭市場有何分別呢？其主要分別在於

生產者所面對的需求曲線。

由於壟斷市場只得一位生產者，因此他所面對的需求曲線為市場需

求曲線。基於邊際價值遞減，市場需求曲線是由左至右向下傾斜的，如圖

7. 1 所示。這需求曲線給予壟斷者在需求定悍局限下某程度選擇市價的自 97 

由，他可增加價格，但需求量卻減少。如壟斷者選擇 P' 而非 P"' 消費者

願意及有能力購買的最高數量便由 O" 降至 O' 。雖然壟斷者面對這限制，

但他仍有多於一個的價格可供選擇，故此這壟斷生產者又名為「尋價

者」。

P 

P 

P" 

Q' Q" 
D 

>Q 

［圖 7. I 蔓廝商面對矽需表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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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需求曲線亦顯示壟斷者在某產量下可收取的最高價格，故

又稱為價格線；比方説，倘若壟斷者選擇產量 O'l 可收取的最高價格便是

P'; 而產量若是 O" l 最高價格為 P" 。

7.2 邊際收益與價格

在壟斷者面對—條由左至右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下，我們引申與最

優化產量抉策有關的邊際收益曲線與平均收益曲線。表 7. 7 之 P 與 Q 兩欄

顯示價格與需求量成反比關係。跟受價者不同，壟斷者須透過減價剌激銷

售量，由此增產牽涉收益損失，令額外每單位銷售所帶來的收益並不等於

相應之價格。

P Q TR MR AR 

10 1 70 10 70 

9 2 18 8 9 

8 3 24 6 8 

7 4 28 4 7 

6 5 30 2 6 

【表 7. I 方椽價洛對逢際收益】

讓我們再進—步加以説明，在單一定價下，總收入改變的公式為：

A丁R = P~O -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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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顯示每單位銷售所帶來的額外收益收益包括兩個部份：首部份為

PDQ' 是為銷售量在新價格 P' 下由 Q 側 W 至 O' 所帶來的得益，圖 7.2 之面

積 E'BO 討＇顯示此數額，而 ODP 是因價格由 P 亻若謖鄆＇令過往銷售單位收

益減少而帶來的損失，圖中面積 P 蚩 BP' 代表此損失。

P 

' 

。

P
P
F 

P A 

。

o'o· 
~ 

f..Q 

D -a 

【圖 7. 2 終及益之榎盃」

這意味額外每單位銷售的價格並不等於所帶來的額外收益，這是因為後者

須扣去因減價所帶來的損失。我們試以表 7.1 之資料加以引證。若價格由

$10 下降到 $9' 售出單位便由一單位增至兩單位，帶來收益增加 $9' 相

等於第二單位出售之價格；然而，首單位由 $10 下降至 $9' 該單位之收

益削減了 $1' 結果，對邊際收益之淨影響是：

MR = $9 - $1 ($10 - $9) 

= $8 

結果，生產量為兩單位時之邊際收益 $8 少於其市價 $9' 跟表 7.1 的 MR —

欄一致。若再考慮總收益之公式，倘若我們將此公式除以 DO, 該公式便

是邊際收益之公式，如下式所示：

MR = L\TR/L\0 = PL\O - O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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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式 LiO 為一單位，則上式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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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P - O~P 

這顯示：

MR< P 

因此，邊際收益低於市場價格，故此 MR 曲線遠低於價格線（戎需求曲

線）。由此總結：

在單一價格下，各單位的邊際價格高於邊際收益（除卻第一單位

外），引致價格線（需求曲線）的位置高於邊際收益曲線。

100 

表 7. 7 顯示了平均收益相等於價格，故此，價格線（需求曲線）也

是平均收益曲線，要注意的是市場需求曲線在此扮演了很多角色，既是價

格線和壟斷者所面對的需求曲線，也是平均收益曲線，但 MR 曲線卻遠低

於價格線；而 MR 曲線與縱軸的水平距離恰巧是價格線與縱軸距離的－

半，如圖 7.3 中 AB 對 AC 之距離。這均是壟斷單一定價的特徵。

P 

f 2AB=ACJ 

MR 
D =AR= P 

。 Q 

［屬 7. 3 邊際政盃璵乎均仗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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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寸論：需求彈性垂直計算法

設需求曲線是—條直線，那麼，倘若我們要知道 E 點之價格需求彈性，

可依據以下之計算法：

P 

P 

p•,----------

。
Q* 

D 
三Q

這結果清楚説明 E 點之彈性可由縱軸之局部距離計算出來。

` 
101 

7.3 邊際收益與需求彈性

在未進一步根據收益曲線決定最優化產量前，我們先探討壟斷者之

收益與需求彈性之關係。設需求曲線為一條直線，如圖 7.4(a)所示， E' 點

為整條需求曲線之中位點，其相應之價格 p I , 此價格將縱軸與需求曲線

相交點和原心點之垂直距離（即距離 p" 0) 均分為二，根據需求彈性垂

直計算法（參閲以下之相關枝節討論）， E' 點之價格需求彈性為一。若

再按照垂直法推論需求曲線上其他各點之彈性，我們便得出 P' 以上之價格

需求為高彈性， P' 以下需求為低彈性，這種需求曲線上之彈性分割可由圖

7.4(a)清楚顯示。

基於所面對的需求曲線乃由左至右向下傾斜，生產者增產須先調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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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若以圖 7.4(a)所示，由 0 至 Q' 單位，屬高需求彈性區域，倘若藉減

價而增產，生產者之總收益定必增加，如圖 7.4 圖(b)所示；但倘若生產者

於0' 至0" 單位間咸價從而增產，由於該區域屬低彈性，生產者之總收益

勢必下降；結果，我們可推論位於 0' 產量時，總收益必定處於最高。我

們可見 TR 曲線最高點之斜率為零，而這斜率所反映正是邊際收益，因此

當產量為 Q'' 邊際收益則為零，這清楚顯示於圖 7.4(a)中。由此我們可總

結：

設壟斷者面對一條向下傾斜且筆直的需求曲線，當需求彈性等於一
時，總收益處於最高，而邊際收益則為零。

P 

-----------,, le护 1

l8dl= 1 圖 (a)

----------------1 le di< 1 
\ 

。

TR 

Q 

需求彈性 邊際收益

高彈性 正值

單—彈性 零

低彈性 負值

圖(b)

。
TR 

Q' Q" 
Q 

【圖 7. 4 需衣浮淮｀總仗益和透際收盃之間約1117孫】



個體經濟學 第七章：壟斷
~WW/氡;;;罈;;;;: ., 令（ ～至一～，磁, ,, •. ,、 ｀二皇忥芒己令 ,,·:·;,:;, 宓硒霫泣:~,,, 汗羞齎辜 一 三，王壹鑾彎!)蘊顥鰾豈這焊彎鼴嬴

7.4 壟斷市場之均衡

有了以上討論之基礎，我們便可進一步決定最優化產量。設壟斷者

的成本曲線由表 7.2 之資料所顯示，根據生產均衡：

MR= MC 

最優化產量為 3 單位，而其清銷價格則為 $8' 圖 7.5 的 E* 點顯示此相應

均衡點。根據過往分析，上述條件並未充份確保壟斷逗留於該工業，這要

視乎是否有經濟租的存在，因此我們須衡量平均收益與平均總成本。圖 7.

5 顯示 3 單位之平均收益高於平均總成本，意味當時生產的回報高於最高

價值其他生產之回報，帶來高於成本之預期回報，其數值是：

Q 

1 

2 

3 

4 

5 

[P*(=AR*) - ATC*] x O* 

=($8 - $4.67) X 3 

=$10 

TVC TCC TC MC 

2 2 4 

6 2 8 4 

12 2 14 6 

21 2 23 9 

32 2 34 11 

AVC ATC 

2 4 

3 4 

4 4.67 

5.25 5.57 

6.4 6.8 

【表 7. 2 成本奇群】

這筆款項是在不影響資源使用途徑下，政府可徵收的—筆最高款項，這筆

最高款項是壟斷運作所帶來的經濟租，故又稱為｀壟斷租' '圖 7.5 之陰

影部份顯示此筆租金。 ＇壟斷租＇的存在令壟斷者持續在這工業供應該物

品，每段時間維持 3 單之產量供應。壟斷單—定價有以下兩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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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邊際成本定價：圖 7.5 清楚顯示以下條件

P = MV >MR= MC 

產品的價格等於邊際價值，但卻高於邊際收益以及邊際成本。明顯

地，壟斷單—定價並非邊際成本定價。定義上，供應曲線顯示在某

一價格下之生產者願意及有能力供應之最高數目。由於受價者是邊

際成本定價，其邊際成本曲線將價格與供應量連結—起，因此，受

價者之邊際成本曲線亦是其供應曲線。然而，對尋價者而言，由於

非邊際成本定價，是難有可能在圖中理出一條將供應量和價格連結

一起之曲線，是故尋價者沒有供應曲線。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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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AR= P* 

MR*= MC* 

ATC*' 

。

｝、, ; MR 
' ' ' 

, 
Q* Os 

D=AR 

Q 

［圖 7. 5 墊齎産玲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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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價者的分析中，由於承擔損失，廠商是不會生產 A丁C 曲線向下傾

斜的部份，這是因為當 A丁C 遞減， MC 必定少於 A丁C , 亦即．

MC< A丁C

對受價者而言，需求條件有以下關係

P =AR= MR 

基於財富極大化假設．

(P = AR) MR = MC (<A丁C)

由此得出

AR< A丁C

受價者便會在當時生產受損，這可由圖(a)顯示：

P  ̂ P 

105 

MC MC 

ATC*r-- -一－－一－
P*-- 一一－－一

ATC 

D=MR=AR 

。

p*,- 一一~－~－ －一 －－、一一

ATC 
* 

Q 0 

［圄(a) 徑；趼搐失】

MR 

ATC 

AR=D=P=MV 

Q* 
Q 

【屬(b) 生産沿奢向下傾舜

尚ATC 尚線】

然而，對於壟斷者而言，單—定價下追求最高財富的條件為

(MV = P = AR) > MR = MR (<A丁C)

明顯地，下列條件大有可能出現．

AR> A丁C

圖(b)清楚顯示這個可能性，明顯地，所揀選的產量位於相應向下傾斜

ATC 曲線部份，而同一時間其運作並不帶來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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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效的低需求彈性部份：這是尋價者單—定價另一重要特徵。在需

求曲線為—條直線下，其產量—定不會在價格需求彈性小於一的部

份， 7.3 節顯示在一直線需求曲線上需求彈性與邊際收益之關係，圖

7.6 更繪畫出它們兩者之關係。基於財富極大化原則．

MR= MC 

加上邊際成本絕不可能為負值，

MR= MC 2:: 0 

因此，邊際收益—定大過或等於零，故此負邊際收益是無可能發生，所以

單—定價下尋價者不會將其格價定在需求曲線低彈性部份，圖 2.6 顯示當

產量為 O*' 需求彈性大於 1' 邊際成本則是正值；若壟斷決定產量為 Q'

時，需求彈性等於—，而這結果只可以出現於零值的邊際成本。

106 ' 丶 «=<•d

P 

ed > 1 

。 \D 
Q* Q' 

Q 

【屬 7. 6 正僙逹際成本察需衣韶汾】

7.5 壟斷與效率論

從社會角度而言，壟斷者實行單—定價，會否引致資源浪費呢？設

交易費用不存在，最優化社會產量，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MV =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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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從壟斷商角度而言，其最優化之產量條件為：

MR= MC 

由此壟斷商在單—定價下，資源調配只滿足以下條件·

MV >MR= MC 

P 

。

O* Os 

MC 

MV 

Q 

【圖 7. 7 效率操夬】

暗示了單—定價產量的邊際價值高於邊際成本，額外的產量能帶來社會淨

益，因此壟斷單一定價導致資源浪費，圖 7.7 顯示，生產量 05-0* 的社會

價值為 0*05E5E* 而次佳生產的社會價值為 0*05旦旦，尋價者在單一定價
下放棄之生產量 Os-0* , 結果陰影部份是社會無法得到的淨值，是為效率
損失。

這是傳統分析中市場失敗的首例，由此可窺見市場一旦被壟斷化，

產量水平必定少於社會最優化水平。傳統經濟學認為政府須設法減低壟斷

的可能，撇開規範性問題不談，道種傳統分析謬誤頗多，傳統分析至少有

兩點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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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果只局限於單—價格的討論，然而，正如第—冊所言，定價形式

多於一種，若選擇其他定價，其結果如何？失效論能否成立？

2. 討論中，我們從未討論交易成本，實際上，定價的推行並非免費物

品，過程中必定牽涉資源放棄，若我們認真探討各定價的相關局限

條件，失效論又能否成立呢？

以下數節，我們將詳細討論以上兩點，首先我們先考慮第一點：其他定價

形式及其相應之收益曲線。

7.6 非單一定價之壟斷均衡

讓我們先考慮其他定價之運作及相關之邊際收益曲線。

7.6.1 多部定價

在多部定價下，邊際價格等於邊際價值，故此額外售出一單位，不須將以

往單位價格調低，總收益等於邊際收益之和，即相等於總價值，結果，邊

際收益等於邊際價值亦等於邊際價格，所以

MR= MV = P 

P(MV) Q TR JJ R AR 

10 1 10 10 10 

9 2 19 9 9.5 

8 3 27 8 9 

7 4 34 7 8.5 

6 5 40 6 8 

【表 7. 3 炙郝定價之仗盃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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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生產商實行多部定價，其 MR 曲線， AR 曲線和需求曲線之間的關係

由表 7.3 和圖 7.8 顯示，它們的關係不單只有效於多部定價，更成立於以後

兩種定價。

P 

［圖 7. 8 券摹一定價熬仗盃】

7。6.2 兩部定價

在兩部定價下，消費者除了付出物品的望一定價外，還包括固定的會員

費，而會員費的數目相等於已定單—價格下的消費者盈餘，在表 7.4 中，

M 表示單—價格下的消費者盈餘，例如出售—單位時，其價格為$ 7 0' 這

時並沒有消費者盈餘，所以，不能徵收任何會員費；而當出售兩單位時，

單—價格為 $9 , 而總使用價值為 $79 和總交換價值為$ 18 , 存在 $7 的消

費者盈餘，所以在此價格下，會員費是$ 7 , 根據以上的計算，各單—價格

的會員費便能像表 7.5 般計算出來。而兩部定價之總收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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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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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兩部定價的收益相等於多部定價，兩者亦同樣地將所有消費者盈餘完

全榨取，表 7.4 中的總收益和表 7.3 多部定價下的總收益—致，所以兩部定

價下之 MR 、 AR 、 MV 及 AV 之位置及關係與多部定價相同，以下兩條等

式重申他們的關係：

p {} 

10 1 

9 2 

8 3 

7 4 

6 5 

7.6.3 全量或零量定價

MR= MV = P 

AR= AV 

' TR 

。 10 

1 19 

3 27 

6 34 

10 40 

JI R AR 

10 10 

9 9.5 

8 9 

7 8.5 

6 8 

【表 7. 4 函蔀定價下尚收盃薰群】

在全量或零量定價下，消費者除支付全量或零量價格外，還硬性規定購買

某一數量。定義上，全量或零量定價等於物品的平均價值，所以在表 7.5

中， pAON 反映平均價值，而全量或零量下的總收益為：

P 
AON 

xo 

p (} p AON TR II R AR 

10 1 10 10 10 10 

9 2 9.5 19 9 9.5 

8 3 9 27 8 9 

7 4 8.5 34 7 8.5 

6 5 8 40 6 8 

【表 7. 5 全量或｀零量定慣矽仗盃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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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全量或零量定價抽取所有消費者盈餘，所以其總收益跟多部及兩

部定價相同，結果， MR 、 AR 、 AV 和 MV 的位置與及關係均與前小節所

述相同。

基於以上所述，壟斷商若追求最高財富，在無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壟斷商

趨於實行比單一定價更複雜的其它定價，從而獲取更高的經濟租，譬如實

行多部定價，這令其邊際價格等於邊際價值，結果，邊際價值曲線與邊際

收益線—致。根據最優化產量條件：

MR (==MV) == MC 

圖 7.9 顯示出相應之均衡，陰影部份為壟斷商享有的經濟租，明顯地，此

面積比實行單一定價時為大，在追求最高財富下，壟斷商必定實行多部定

價，故此私人最優化產量與社會最優化產量吻合，社會利益達致最高，資

源調配滿足柏利圖條件。

P 

MC 

AV=AR 

。

~MV=MRc多部定價）
: M)<.c單一定價）

Q* Os 
Q 

【圖 7. 9 垮衡汔冝'F算一定價】

- .、--、，－、-- --、．＂~

當交易費用不存在時，榎大化是假設推論尋價者將會實行其他定價
從而獲取最高利益，因此，資源調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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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交易費用為正值，整個分析便有所不同，但有效論依然成立，以

上分析顯示出雖然其他定價方式（非單—定價）能獲取更多利益，但交

易費用亦頗為不菲（相關之交易費用論述將下—章討論）；相反地，單

一定價之收益較小，同時交易費用亦較低。因此，定價形式的取捨，視乎

扣除交易費用後之經濟租，若實行非單一定價所引致之交易費用比額外收

益為大，壟斷商會實施單—定價，然而，資源調配依然有效，因在交易費

用局限條件下，單—定價所帶來的社會淨得益已是最高。

從社會角度而言，若實施非單一定價所帶來的交易費用大於單一定

價下之效率損矢，單一定價下的產出量依然符合局限下極大化，滿

足柏利圖條件。

基於局限下極大化，壟斷的資源調配必然有效率。

7.7 壟斷產量與潛在競爭

倘若壟斷商並不是最求最高財富，市場會否帶來浪費呢？答案是不

會的，這是因為外在的潛伏競爭促使壟斷商有效運作。為了要競投壟斷牌

照，壟斷商往往須繳付—筆定額費用，而各潛在的競爭者，均願意付出—

筆相等於經濟租的費用，從而成功爭取壟斷牌照。失效的壟斷商會發覺它

出價偏低，而最終獲此牌照者必是有效率的生產者。例如．當交易費用為

零時，若某生產者採商用單一定價，必會發覺自己所提出的價格比其它實

施非單—定價為低，因而不能成功獲得牌照，所以潛伏競爭在眾多生產者

中甄選出有效率的經營者。從這個角度看，壟斷的資源調配必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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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錯誤：部份學生認為壟斷不需面對競爭，但以上的分析指出壟

斷與完全競爭一樣是無時無刻不面對競爭，所不同的只不過是競爭

形態。壟斷商面對的是潛伏競爭，潛伏競爭是一種威脅，令現存壟

斷者必須有效經營，否則便會無法永久地擁有壟斷牌照；另外壟斷

商亦須與其替代品相互競爭，如九龍巴土(KMB)面對地下鐵路(MTR)

的競爭。所以，壟斷最終也只能賺取競爭性回報而已，即回報剛好

抵銷機會成本。

7.8 壟斷租與成本

根據定羨，資本化是一個過程，它將未來事件所帶來的效果貼現於

現值上，並於資本價格上反映出來。在演繹現實世界，這概念顯得尤為有

用，如以汽油取替柴油使提供計程車服務成本降低，計程車主可收取更高

的租金，這租金的增加會旋即被資本化於計程車牌照的市價上，並曾—度

升至二百八十萬之價格。過往「居者有其屋」計劃准許住戶買屋後十年轉

售，這優惠會在購買居屋時資本化於市價上，而不會待購買後十年才作出

調節。

在現實情況，由於壟斷租是預期收入，它是被資本化於壟斷牌照的

市價上。結果，壟斷牌照的價格等於未來壟斷租貼現之和。在資本化存在

的情況下，壟斷商維繫其運作須放棄將壟斷牌照賣出收取價格，這筆數目

本可存放於銀行內收取利息，這筆利息之數值是壟斷牌照價格乘以利率，

正正等於每段時間的壟斷租。明顯地，壟斷租是必須存在否則便無法抵銷

持有壟斷牌照的成本，囚此我們可結論：

[[ 透過資本化，壟斷租是成本。］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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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連利息成本也考慮，壟斷是無法賺取高於最高價值其它收益

之回報的，這結果與我們於第六章所討論—致；在完全競爭環境下，無論

身處何種市場結構，公司只容許賺取競爭性回報。我們可見若壟斷失效地

經營，他會發覺其回報並不足以彌補利息成本，若是如此，壟斷者有強烈

誘因即時賣出壟斷牌照予其它潛在的競爭者，結果，最終的壟斷者必定是

有效益的。

7.9 租金極大化與財富極大化

租金是成本，這令我們質疑生產者旨在追求最高經濟租這—基本假

設。經濟租可存在可不存在，完全視乎角度。資本化前，租金是存在的，

可被極大化。但資本化後，租金便是成本，追求最高成本當然是不理性

了，這缺陷令租金極大化這一基本假設較不合適，較理想的支配生產者行

為的基本假設是財富極大化。若租金是預期收入，追求最高經濟租相等於

追求最收入，這便等於追求最高財富了〈設收入是以年金基礎量度）。

生產者追求最高財富等於追求最高資產值，這來得合理，因某人的資產市

值與他本身褔祉成正比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某君的財富達致最高值時，

亦是其預期收入和經濟租之最高值，因此財富極大化的概括力較強，由此

我們會見用於以後的生產行為分析中。

7.10 壟斷：莫須有嗎？

本章旨在探討壟斷定價的效果，從而衡量其效率性。相對單—定

價，兩部定價、全量或零量定價，多部定價均帶來較高經濟租，同時亦與

社會最優化—致。基於極大化假設，壟斷者應不會拒絕實行這些定價。然

而，即使因交易費用的存在而阻礙這些定價的實施，最終定價依然導引有

效率的資源調配，否則局限下極大化假設便難以成立。在經濟學文獻上，

除了這些看法外，還有其它論點支持壟斷是具有效率的，以下是三個頗為

有力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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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私人合約化及交易理論：壟斷單一定價帶來的 MV > MC , 某程度上

可視為壟斷者和消費者 MV 之相差，那麼效率損失可視為消費者和壟

斷者貿易的潛伏得益，交易理論暗示雙方將進行交易，而交易得益

必令產量水平擴致與社會最優化—致之水平；而當交易費用存在

下，壟斷者和消費者 MV 便有差異，這差異反映每單位交易費用（如

議價費用），但資源依然有效地運用。這個論點啟發自高斯私人合約

化的觀念（將在第三章討論），其中要點之一是在交易費用不存在下，

效率損失可視為產生轉讓權的潛伏得益，隨之價格機能能協助相關

伙伴抽取貿易的厝伏得益。

2. 壟斷與發明：在完全競爭下，現存公司必須維持某程度的壟斷能

力，才能孕育經濟租以鼓勵發明與研究。可是，—般而言，完全競

爭處於均衡時，邊際上是不存在經濟租的，再加上公司間的互相模

仿，實在難有公司主動願意支付定額費用作研究和發明之用。然

而，對整體社會而言，研究與發明可帶來產品的改善或新產品的出

現，對長期社會福利有很大貢獻。因此，為提供硏究和發明誘因，

市場必須有某程度的壟斷化，從而令市價和邊際成本產生差距，這

差距便是作為支付硏究與發明費用的經濟租。明顯地，從某角度來

看，為消除效率損失，完全競爭是理想市場，但缺乏發明則阻礙了

整個工業的長期發展；但從另一角度，為鼓勵發明，完全壟斷是可

行的市場結構，但較少產量降低消費者的短期利益。明顯地，我們

所面對的是短期效率損失與長期發明和研究的取捨問題。

3. 咸本優勢：若邊際成本曲線因規模經濟向下傾斜，那麼，單—間廠

商能透過獨攬一件產品之專業化生產能令所需之資源數目達致最

低。在價格機能推動下，這間公司能以廉價淘汰其他廠商，這種所

謂自然壟斷，是否對整體社會有不良效果？為維持壟斷能力，有成

本優勢的廠商必須持續維持較低的價格，這對消費者和整體社會有

害嗎？答案巳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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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討論説明了壟斷的效率問題，是—個頗為複雜的諜題，我們囍法倉促

得出結論。然而有效率與否並不是實證經濟分析的重分，我們所追求的是

壟斷各種定價的含義，就如 7. 7 7 節所論及的內容。

7.11 掠奪性定價

掠奪性定價是一種割喉式的減價策略，賣家的目的是透過此定價盡

除所有競爭者。掠奪性廠商會維特低於成本的定價，其信念是只要它有足

夠的資本去承擔虧損，競爭者最終會消失，它便可主導甚至壟斷市場。典

型的例子是香港於 7995 年末至 7996 年初報業的減價戰。可是，這種掠奪

性定價始終也未能湊效，直至現時，市場裏依然有多份大報存在，不見得

這種掠奪性定價是如何成功，這又何解呢？

的而且確，低於成本的割價銷售能令對手離場，但這只不過是很短

的時誾。報業烕價戰裏，果真有報紙結業。然而，除非捺奪性廠商能長久

維持價格低於成本令其它廠商不再進入該工業，否則一旦它為彌補損失而

將價格提出現濟租，過往對手與及新的廠商便會進入該工業，這便將價格

推回以往之競爭性水平。由此，實行掠奪性定價的心力便全然白費。基於

潛在競爭，這種定價難以確保穩定的收入。

某些惰況，我們無可否認掠奪性定價的而且確令廠商長久地擁有較

大的市場佔有率，但該廠商亦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就是長久地維持價柊於

一個很低水平。我們可考慮一間廠商因規模經濟而具有一條向下傾斜的

MC 曲線。若它透過掠奪性定價將有廠商趕出市場，這廠商便可進行較大

規模的生產降低邊際成本，因而令價格可在長期維持於一個較低水平。這

較低價格可有效地阻截潛在競爭者重返該工業，容許掠奪性廠商壟斷市

場。長途電話服務市場便是一個例子，較多用戶令電訊公司有較高議價能

力爭取較低的它國電訊公司的接駁費用，因而降低了生產成本。事實上，

香港電訊公司過往所實行的掠奪性定價結果帶來價格戰，而非令對手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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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無論如何，即使掠奪性定價成功壟斷了市場，該公司亦不會因這壟斷

而得益，原因是它須永遠維持價格於很低水平，令它永遠無法享得經濟

租。

再者，市競爭不只局限於市場價格，敵對廠商可透過改善產品質素

減低銷售額的下降。在報業減價戰中，—些専業報紙如香港經濟日報和信

報等均沒有減價，它們改以質素的提升力保其市場佔有率。由此可推論，

若市場產品是不同質的，且顧客對某品牌情有獨鍾，掠奪性定價必然失

敗。

7.12 利潤

我們獲取資訊是必須要放棄資源的，故此，資訊是經濟物品，具有

機會成本，其邊際價值為正值，要獲取完全資訊是不可能的，這意味我們

生活在—個不確定的社會裏，非預期的事有機會發生，囚而產生利潤。所

謂利潤，就是非預期的財富改變；能被預期的超額回報稱為經濟租。在市

場競爭下，經濟租會被貼現及資本化於資產的價格上，令任何預期的超額

回報消失殆盡，全然轉化為利息成本。因此，任何高於利息的回報，是非

預期回報，是利潤而非經濟租。

我們試以一個較具體的例子指出利潤與經濟租的分別，圖 7. 7 0 為尋
價者所作出的｀價格－產量＇之選擇。跟過往分析不同，我們假設尋價者

處於一個不確定的狀態，其面對的需求曲線純為他預期的，而非實際的需

求曲線。由此，他所選擇的產量及相應所釐定的價格，均是試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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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0 薪沉不完全之差醐紛垮衡】

圖中陰影部份為預期的超額收益，即經濟租，倘若所有潛伏生產商

對市場需求有相同的預期，而經營此種行業須持有永久性牌照，那麼所有

生產商便會把每年生產所得的媯個面積貼現，將其總值用來競投那永久性

牌照。設牌照有轉讓權，這筆經濟租便成為持有牌照之利息成本了，原因

是生產者持有牌照須放棄將牌照賣出以獲取牌照的資本值，而迴筆款項是

可以存入銀行收取利息，每年利息相等於圖中的經濟租（即牌照所帶來的

預期收入），由此再—次證明收入等於利息，而且亦等於經濟租。結

果，在各市場人士有相同的預期下，現時生產者難以獲取任何超額回報。

P 

。

Q*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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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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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1 利潤、羥瘠f.ll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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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該市場需求曲線是預期的，實際的市場需求曲線有可能跟它

有所偏離。倘若尋價者進行生產，並將產品推出市場後才發覺在價格 P*

下，需求量並非 O* 而是 Q', 尋價者會發覺實際的市場需求曲線遠高於預

期市場需求曲線，如圖 7. 1 1 中 DA 線所示，該尋價者會作出如何調節呢？

首先，由於資訊不完全，生產者在未充份掌握市場需求變化的本質

前，他絕不會即時重新選擇｀產量—價格＇組合。其中最重要的資料是這

個需求變化是永久性抑或是短暫性的，倘若是短暫性的，賣家又即時作出

價格調節，價格最初便會向上調節，但不久的將來，價格便會向下回落，

這樣的價格波動，最後只會增加消費者尋選價柊訊息的費用，令物品的價

值下降，市場需求曲線下移，減少其最終的收益。囚此，生產者在未摸通

市場需求變化的本質前，他會以產量為調節市場均衡的手段，從存貨中提

取一些物品滿足市場需求的變化，靜觀其變，待了解市場需求是長久四變

化時，才作出相應的價格調節。這分析帶出了兩個很重要的含義：

1. 在市場需求不確定的情況下，生產商會保留一些存貨，藉以應付突

發的需求變化。資訊的不完全，產生了存貨，而其存在價值旨在減

少資訊費用。生產商不需著手調查市場的變化，而以產量調節市

場，崢觀其變化的本質。

2. 在資訊不完全下，短期內產量作出調節從而使市場達致均衡，令價

格在短期內存在剛性，失去調節市場的功能。正因如此，有所謂總

體經濟學凱恩斯學派的產量模式之出現（詳文在總體經］齊學有所論

述）。

生產者作出產量的短期調節，令交易量由 O* 升 3 至，在價格 P* 不

變的情況下，圖 7. 11 多了—個非預期的收入部份（陰影部份），這部份

便是利潤。由於它是非預期的，無法被貼現，因而不是成本的—部份。但

時日—久，圖 7. 11 這—陰影部份便能被預期，是經濟租而非利潤，將會在

市場競爭下被貼現及轉化為利息成本，因此利潤是很短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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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經濟租的深層分析

上文的分析指出經濟租可以透過資本化及競爭轉化為成本。然而，

這種説法只是最初階的分析。事實上，我們可以用—更宏觀的角度去探討

經濟租的存在與否要視乎分析的角度而定這一説法。當分析的角度涉及更

多轉變中的行為時，我們所探討的經濟租將更有可能成為維持某—行為所

必須支付的成本。

舉例來説，在探討邊際供應行為時，任何高於可變成本的回報均和

決策無關，這筆回報我們可理解為「固定成本」或傳統經濟學中的所謂「準

租」。然而，當我們考慮離開這—行業道個可能性時，這種經濟租也是成

本的—部份。同樣道理，當我們考慮到優化資源有可能出現卸責行為時，

傳統的李嘉圖租便不再是經濟租，而是成本。因為這是維持優等資源努力

工作所必須付出的金額。當我們考慮產品發明及創新時，壟斷租也是成

本，扮演著類似 7.10 部份中的版税的角色。

換言之，當分析涉及改變中的行為之所有層面，所有預期收入便是

成本，因此，經濟租並不存在！經濟學家以具體指明經濟租的存在，去假

設某些行為不變，相當於假設消費中的其他因素不變，令他們能集中分析

人類行為的某些層面。短期與長期的傳統分析便是—個典型例子，生產期

亦因此與分析無關。短期與長期的區別只是角度的問題而已。

因此，我們需要探討—非常重要的事項，究竟我們應該如何將總成

本分拆才最能帶來可被驗證的含義？張五常教授近年來提出了不少有用的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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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張五常的生產成本理論：上頭成本與直接成本

原則上，生意營運跟其擁有權可以分開處理，各自擁有獨特的機會

成本。生意營運的相關成本是直接成本，當中包括變動成本，如有需要，

亦可包括固定成本。至於固定成本會否計算在內，並不視乎所牽涉的生產

時間之長短（如同傳統長短期分析所説—樣），而是受要探討的局限條件所

支配。

讓我們看看張五常如何透過分拆成本去解釋生產行為。當公司的總

收益少於其總直接成本時，公司便會出現虧損，但這並不代表公司會停止

運作。原因有二．首先，公司可能在營運中獲得非金錢性回報，如滿足

咸，且足以彌補金錢上的損失。

或者，基於財富極大化的假設，如果生產者認為公司繼續營運，將

來所帶來之收益的總現值有可能比現時的虧損為多，那麼投資者仍會繼續

營運該公司。同—個道理可應用於另一極端情況．如果投資者預期公司最

終將來會帶來損失，即使此刻公司未錄得虧損，公司仍會提前結束運作。

有—點值得大家留意：偉止營運公司及放棄公司的擁有權是兩個完全不同

的決定。

公司由營運所帶來的回報，在扣除直接成本後，所剩的是最初作出

投資的回報；然而，當最初投資作出後，其成本已成週去，不能再收回。

因此，對公司每天繼續營運而言，這筆作為最初投資的回報是可以不須存

在的，可視為經濟租，張五常稱它為「上頭成本」。

「上頭成本」是一筆浮動的數目，視乎當時的市場情況。因此，未

來預期的上頭成本之現值總和，是有機會大過或少過，甚至等於最初投資

的數額。「上頭成本」跟一個企業的短期營運並無直接關係，但對長期的

發展甚至生存是起著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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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再去探討究竟固竟固定成本是否直接成本的一部份。重點是那些

「固定成本」是否影響日常的運作。如果那些固定成本之內。那些不影

響日常運作的或只對長期經營有影響的，（例如購買特許經營權的利息成

本）則屬於上頭成本。無可否認的是，非金錢回報及個人喜好使這分類方法

有現在灰色地帶。除此之外，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局限條件，也使得上頭

成本和直接成本出現不同的分界線。

7.15 短期停業與長期倒閉：張五常的生產成本理
論的含義

生產並沒有長短期之分，某種生產因素的數量能否作出變動，並不

視乎時誾的長短，而是在乎作出改變時所牽涉的成本多少。比方説，若我

要瞬間擴充我的課室容量，根本不需要給我時間，我只須向同行買下課室

便可，問題只是我出的價錢必定很高昂。由此可見，傳統的短期和長期的

分類方法太過僵硬，不切實際。

因此，生產因素根本就沒有固定和變動之分，唯一是某些生產成本

是會跟產量成正比關係，所謂「變動成本」；另一些則與產量無關，是為

「固定成本」。在某些局限條件下，某—時段的收入除卻要抵消變動成本

外，更須彌補相關的固定成本，並不如傳統的短期分析般，固定成本可以

不理，這種分析太過僵硬，不切實際。我再多舉一例吧，若我要探討兩年

內的生產行為，倘若我所簽訂的鋪位租賃合約，須要—次過繳付二十四個

月的租金，那麼每月的租金成本須固定，但與當時生產行為無關，是既往

成本；倘若我的租賃合約是每月支付租金，那麼租金便是當時生產的機會

成本，若我在往後幾個月無法交租，我便會被趕離鋪位，生產便會被左右

了。

由此，我們會將相關當時生產的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一併考慮，統

稱為「直接成本」。在某—個生產時段內，生產者所收取的收入是否必須

彌補所有直接成本呢？我的答案是：「若你假設生產者所追求的是最高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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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那你的答案便要視乎當時的市場變化，是短暫性的，抑或是恆久性

的。」讓我分三個情況探討吧：

1 假設市場需求下降，而生產者預期這下降將維持一段很短的時間，

在往後日子，需求不但回歸正常水平，更會補回原先需求的下降。那麼，

即使需求下降令生產者的短期收入無法彌補直接成本，出現虧損，但他們

仍會營運，期望將來由補回的需求所帶來的額外收入，可彌補現時的損

失。當然，若生產者發覺短期的停業，並沒有影響聲譽，如停業一段時間

後顧客如常光臨，又或不需花費龐大的廣告費用再招徠顧客，生產者便寧

可選擇短期停業，也不願承擔短期的虧損。當然，能夠讓這種情況出現，

—定是＿些特殊情況。能停業而不損失已有舊客的基礎，正常情況絕不容

許，除非像零三年「沙士」那種世紀疫症的情況，食肆停菜，我們仍不覺

稀奇。是故「沙土」期間，上海的食肆紛紛以裝修為名作出短期的停業。

2 假設市場需求下降，而生產者預期這下降將維持一段很短的時間，

但往後日子需求只回歸正常水平。依上例的分析，我們可推論現時的清況

生產者寧可選擇停業，因日後並沒有任何額外收入補回現時的營運虧損。

但同理，若停業會招致已有舊客基礎的損失，又或需再花一筆龐大的廣告

費討回顧客，而這損失或廣告費又高於現時的營運虧損，他們便寧願選擇

繼續營業。

3 假設市場需求下降，而生產者預期這下降將是永久性的。那麼，生

產者會發覺往後的營運只會持續虧損，且長線並沒有任何收入可彌補「上

頭成本」。這樣，往後的生產只令廠房持續的折舊損毀，而零值的上頭成

本又令生產者沒有任何補充資金再購買新厰房，結果，生產者不但會放棄

短期營運，更會放棄長期的整盤生意的擁有權，亦即生產者會即時離場。

「沙士」期間，香港的食肆選擇倒閉，而並非短期停業，我們可理解生產者

對當時的經濟前景是如何的暗淡悲觀。

以上的分析，跟傳統的長短期的分析大相逕庭，但解釋力是明顯不過的，

同學可欣賞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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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壟斷

o 壟斷不可能是一位失效的生產者，因這有違局限下極大化之假

設。若交易費用為零，壟斷單—定價帶來資源調配失效，這是由

於根據 MR=MC 的最優化私人產量少於根據 MV(>MR)=MC 的最優

化社會產量。從社會角度而言，存在並未被社會任何入仕所分享

的潛伏得益，基於局限下追求最高利益的假設，壟斷者會選擇完

全價格分歧或全數或零量定價，而不採用單—定價，藉以獲取更

多消費者盈餘。在此等定價下，邊際收益等於邊際價值，最優化

私人產量與最優化社會產量—致。結果，資源調配有效。若此等

定價牽涉巨額的交易費用如禁止轉手買賣的成本，且更高於相應

潛伏得益（效率損失），單—定價便會被採用。雖然產量較

少，然而資源調配與柏利圖條件符合，這是因為在交易費用的局

限下，得益己達致最高。

D 潛在競爭這—外在威脅令壟斷有效益地經營。在可轉讓的壟斷牌

照下，欠缺效率的壟斷者會發覺回報無法彌補利息成本，因此它

會將壟斷牌照售予其他更有效益的生產者，這確保壟斷牌照落在
最有效益的生產者手中。

D 由於所有預期回報均被資本化於利息成本裏，各廠商若能賺得比

成本還要高的回報，一定是在—些突發的情況。換言之，所有高

於利息成本的回報均是突發和不能被預期的，這些非預期回報稱

為利潤。由於利潤只可以在事後才能確定，所以我們難以理解為

何人們可追求最高利潤，這在事前是無法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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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價格分歧

8.1 價格分歧的定義

同質物品在同一成本下進行銷售，消費者須繳付不同價格，此種定

價形式稱為＇價格分歧' '以下是—些例子．

7. 地鐵公司於繁忙玕間收取成人和學童不同車費，這是價格分歧。繁

忙時間，車箱的載客量得到充份利用，無論提供脹務予成人或學

童，均放棄賺取其他乘客的車費。因此，地鐵公司提供服務予這兩

種乘客的機會成本是相同的。車費的不同，説明了是價格分歧，然 卫127

而，非繁忙時間收取較低車費，則絕不是價格分歧，這是由於當時

的車箱載客量未得充份利用，有很多閒置的乘客座位，將它提供予

某乘客並不牽渉放棄服務給其他乘客，是故機會成本為零，而地鐵

在這情況下收取較低車費，便不可當作價格分歧了。

地下鐵公司在同—時間收取不同車費是價格分歧；而在不同時間收
取不同車費則則不是價格分歧。

2. 美國有—些私立大學，對品學兼優的學生給予奬學金。結果不同學

生繳交不同扣除奬學金後的淨學費，由於校方對各同學付出相同資

源，但價格不同，這是價格分歧。

3. 相同診症下，醫生或醫院對年老病入收取較低的醫療費用。不同的

價格是由於不同的年紀，而非成本，所以亦是價格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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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數年前的中國，有兩種貨幣同時流通，—是外匯券 (FEC) , 另

—是人民幣 (RMB)'FEC 比 RMB 具較高的購買力，但在北京，
無論你購物時用那—種貨幣作為支付工具，賣家都收取相同的名義

價格。實際上，他們付出不同的實質價格購買相同成本的物品，所

以是價格分歧。

5. 美國出版商往往以比本土還要的低價錢於亞？州市場售賣其教科書。

雖然兩地版本的質素（在紙質上）或有不同，但其價格相差之顯

著可視為價格分歧。

6. 在香港，位於旅遊區的珠寶店向遊客所收取的價格是售予本地居民

的五倍，這亦是價格分歧。

然而，在某些情況，產生不同價格是由於不同的成本。因此，並未
構成價格分歧，以下便是一些例子。

7. 一些大型及具聲譽的百貨公司或連鎖店如先施、永安和 7 - 7 7 便利
店，他們所繳付的每平方呎租金要比一些名不經傳的店舖為低。但

這並不是價格分歧，這是因為店主發覺跟這些大型店舖簽定合約成

本較低。就以大型百貨公司為例，它們—次過所租用的面積較大，

降低了交易次數，節省了簽定合約的成本，故此業主收取較低租金

是—種數量折扣而非價格分歧。再者，由於具聲譽的店舖悔約的機

會較低，它可降低業主的迫行遵守合約的費用，令租金可酌量下

調。

2. 相比年長司機，較年青的司機往往會被收取較高的汽車意外保險之

保費，但這並不是—種價格分歧。年青人往往較為魯莽駕駛，發生

交通意外的機會較高。所以對保險公司而言，提供保險服務予年青

司機所付出的資源較多，合約內所牽涉的條文亦較繁複，簽定合約

和迫行遵守合約的成本較高，是故保險公司收取較高的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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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航空公司的候補機票票價往往低於普通機票，但這亦不是價格分

歧。由於候補乘客須付出較高的等候成本與及有機會無法登機。故

此，對乘客而言，候補機票所提供的航空服務跟普通機票所提供的

根本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產品。

以上例子説明何種情況構成價格分歧而何種情況不能。以下分析

中，我們則會探討何種條件下賣家才能實行價格分歧。

8.2 實行價格分歧的足夠條件

根據傳統經濟分析，實行價格分歧的足夠條件有以下三項：

7. 廠商必須面對—條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換言之，他必須是尋價

者。

2. 廠商能根據需求彈性將整個市場紐分為幾個次市場。構成消費者不

同需求3單性其中—個原因是消費者面對不同的其它選擇。比方説，

學生一般而言零用錢有限，他們所用的每—元之其它用途會較多。

因此，他們對地下鐵路服務的需求彈性會較高；高材生往往是各所

大學優先羅致的對象，是故這些學生所面對的就讀機會會較多，其

對各所大學的需求彈性會較高；由於亞）州市場充斥著無數的盜版和

翻版書本，區內的消費者會有較多其它選擇，故此他們對正版的國

際性教科書具較高彈性。由此可知，其它選擇越多，需求彈性越

高。

3. 消費者無法進行轉手銷售。

除此以外，根據張五常教授的論點，另—種實行價格分歧的足夠條

件為資訊不完全，而資訊不完全已足夠全面取替以上傳統經濟分析的三個

條件，這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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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不完全是其中—個原囚產生尋價者。

2. 由於資訊不完全，消費者會因個入不同的資訊費用，顥意付出不同

的價格，因此仍可將整個市場細分為數個次市場。

3. 消費者亦因資訊不完全而被分隔，無法進行轉手交易。

8.3 三級價格分歧

價格分歧分為三種: 1)一級（完全）價格分歧丶 2)二級價格分歧和 3)三

級價格分歧。我們於本節先探討三級價格分歧。

1"io l 所謂三級價格分歧，就是賣方將其面對的市場依需求彈性分為多個
次市場，然後進行不同的單一定價收費，以下我們會以數據輔以圖例，詳

細説明三級價格分歧如何實行。設尋價者成功地將主市場細分為兩個次市

場，各次市場之需求曲線、邊際收益曲線與平均收益曲線由表 8. 1 和表 8.

2 顯示，而表 8.3 則顯示相關的成本曲線。

P 10 9 8 7 6 5 4 3 2 7 

Q d 7 2 3 4 5 6 7 8 9 10 

TR 10 18 24 28 30 30 28 24 78 10 

MR 10 8 6 4 2 。 -2 -4 -6 -8 

【表 8. 1 次瘠椽A】

P 73 70.5 9 7 5 3 1 

Q rl 1 2 3 4 5 6 7 

TR 13 27 27 28 25 18 7 

MR 13 8 6 1 -3 -7 - 7 7 

［表 8. 2 次吉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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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 I~I 二 I 二 I 二 I 二 I ;61 二 I :0 I 
【表 8. 3 成本救蓀」

壟斷商若要實行價格分歧，必需解決以下三個未知數：

1) 最優化生產量

2) 次市場 A 之銷售量及市場均衡價

3) 次市場 B 之銷售量及市場均衡價

8.3.1 最優化產量

為了找出最優化產量，我們需將兩個次市場之 MR 曲線作橫向相加，即將

兩個次市場之邊際收益由高至低排列，檳向相加後，便禮出一條總 MR 曲

線，表 8.4 顯示出相應的結果。再依表 8.3 我們引申邊際成本。根據最優化

生產條件：

MR= MC 

其相等於數值 8 , 產量為 4 單位，圖 3. 7 顯示相應的最優化產量。產量決

定後，我們進一步是考慮如何分配產量於次市場 A 和次市場 B 。

: I ,; I ,~I : I : I ,~I ,~I ,: I ,~: ,9s 

［表 8. 4 總KR 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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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 R,MC 

MC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

MR 

Q 
1 2 3 4 5 6 7 8 9 

［圖 8. 1 設受北產量】

8.3.2 次市場 A 的均衡

根據 8.3.1 分析，符合最優化條件的邊際收益為 $8' 意味著各次市場的邊

際產量的收益若少於 $8' 該次市場便不應再得到額外的產量分配。在次市

場A, 當產量為兩單位， MR 是 $8' 故此次市場 A 應獲得兩單位的分配，

根據表 8. 1 , 均衡價格為 $9' 次市場 A 之均衡如圖 8.2 所示。

PA 

$8< 一一－－一一－－

。 2 
DA 

• QA 

【圏 8. 2 次帘磅A 之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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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次市場 B 的市場均衡

當次市場 B 產量同為 2 單位時， MR 是 $8 , 故次市場 B 亦只得 2 單位物品
的分配，均衡價格是$ 10.5 , 其均衡如圖 8.3 所示。

Ps 

Ds 
Os 

【圖 8. 3 大方楊B 之垮衡】

8.3.4 邊際等同原則

圖 8.4 顯示出整個三級價格分歧的結構，圖中清楚顯示為了從生產中獲得

最高利益，我們將在兩個次市場中不斷嘗試重新分配物品，直至它們邊際
收益相等：

MRA = MRB 

這是三級價格分歧均衡時的特徵，以下我們將進—步根據此等同的邊際收

益特徵引申一些重要的含義。

PA Pa PA 

二
MC 

Ds 
Os 0 

MR 

4 
Q 

［固 8. 4 三级帘緣價落分歧之垮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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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需求彈性與次市場價格

在三級價格分歧下，次市場的價格是與其需求彈性有著密切的關

係。以下我們將以數學公式作進—步解釋，由前節已知總收益的轉變是由

以下公式表現：

~TR= P~O - O~P 

若將以上公式除以產量的變化，它量度邊際收益：

L1TR 
MR =- = P - O(L1P/L10) = P[ 1 - (0/P)(L1門L10)]

AO 

p LiQ 
定義上，一－—一是需求彈注的絕對值，因此邊際收益的公式可化成：

Q LiP 

( MR= P 1 -~ 工） = p (1 - "." ed =-:;w- 百同 I I 
AO P 

Af'Q 

在三級價格分歧均衡下，次市場間的邊際收益必須相同，即：

MR = MR 
A B 

P, C: ~ 古）~P,(1 -戶）
根據以上公式，若 eAd>eBd' 則 PA<PB 。由此得出次市場的價格與其需求彈

性（絕對值）成反比關係，這是傳統分析的重要結論。然而，若三級價

格分歧的實行是因資訊不完全，那麼價格高低則視乎尋選費用，若尋選費

用愈高，其價格便愈高，高尋選成本的消費者為了減低資訊，往往願意付

出較高的價格。



個體經濟學

8.5 二級與—級價格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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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二級價格分歧，是向同一位消費者，賣家於不同單位範圍的物

品收取不同的邊際價格，如圖 8.5 所示，每－額外單位範圍的價格是遞減

的。由於此價格分歧較為精細，消費者所獲的消費者盈餘會較小，故稱為

二級價格分歧。然而，我們要將數量折扣跟這種二級價格分歧加以分清。

所謂數量折扣，是因大量生產能帶來規模經濟，令邊際成本下降，由此當

顧客大量購買時，賣家所給予的價格優惠。此種安排不能當作是價格分

歧，這是因為其生產成本不同，如圖 8.6 所示。

P P 

P' 

P"' 
MC --

MV 
。

01 幻 03 01 切 03

135 

MC 
MV 

~Q 

【圄 8. 5 二级價褡分歧】 ［固 8. 6 峩量薪扣】

所謂一級價格分歧（又稱完全價格分歧）是對同—位消費者，賣

家於每單位所收取的價格均不同，其邊際價格等於消費者的邊際價值，是

故不斷遞減。經濟學稱這種定價為一級價格分歧是由於它將消費者盈餘全

部榨取，故此賣家所獲的收益達至最高。—級價格分歧是多部定價的—

種，前者之 MC 曲線須與水平平衡而後者則不—定需要這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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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轉手買賣的重要性

實行價格分歧的其中一個條件，就是不可轉手買賣，原因是—旦可

轉手買賣，價格分歧便會變回單一定價。比方説，設市場的消費者有相同

MV 曲線，如圖 8.7 所示，倘若尋價者向 A君實行一級價格分歧，交易量為

O* 。若容許轉手買賣， A 君會發覺自己之 MV 低於 B 君 (A 君的MV是 OA

而B 君的 MV是 OB)' 交易理論指出在二手交易費用不高下，他門會進

行交易。 OA 為 A 君的提供曲線，與 MVB 相交決定交易均衡 MVA=MVB' 交

易量為 Q'' 單—價格為 P* 。 A 君和 B 君各人最終擁有 O* 之一半數量，兩

者均可享有消費者盈餘（相等於圖中的陰影部份），而 B 君也不須向尋

價者購買物品，無形中變相成為單—價格。由此可知，二手轉賣足以令價

格分歧崩潰，無法被實行。

P 

t B君的交易淨值
B 。A

P* 

A 

。二Q' 

MVA=B 

Q* 
Q 

【圖 8. 7 二手蓀才兢效表】

賣家防止僱客轉手賣買所付出的費用之高低，要視乎所交易之物品

的本質。倘若物品有其獨特性及非統一化，如手工藝和服務行業，則二手

賣買本身的交易費用（如量度費用）便很高，故此尋價者防止轉手買賣

所付出的費用（即將兩個次市場完全分隔開的費用）便較低，價格分歧

會較易採用；但若物品的特徵巳被統—化，則消費者會較容易進行二手交

易，尋價者實行價格分歧便須付出較昂貴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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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第八章：價格~ 分歧

O 根據傳統經濟分析，實行價格分歧的必須條件為: 1)廠商必須面

對—條向下斜的需求曲線，換言之，他必須是尋價者； 2)廠商能

根據需求彈「生將整個市場細分為幾個次市場和 3)消費者無法進行

轉手銷售。

D 三級價柊分歧下，賣家的產品分配務使所有次市場的收益在邊際

上相等。邊際收益的等同暗示次市場的價格與其需求彈性成反比

閼係。需求彈'I生越高，次市場價格便越低。

D 二級價格分歧下，額外每組單位的單—價柊將不斷遞減。數量折

扣不是二級價格分歧，囚為大量購買將使額外每組單位物品的生

產成本下降。

D 一級完全價格分歧下，額外每單位的價格等同邊際價值，它屬等

值邊際成本之多部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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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經濟學 第一章：勞力市場

1 勞力市場

1.1 引論

直至現在，我們巳討論價格競爭怎樣在產品市場裏發生，本章的焦

點移往探討完全競爭生產資料市場的運作，我們主要以勞力市場為例進行

分析。跟產品市場相像，均衡工資率（勞力的價格）是由供需所決定。

囚此，我們的分析始於勞力需求面，然後是勞力供應面，最後是整體勞力

市場的遲作。 3 

1.2 邊際生產力遞減定律

—間公司對勞力有所需要是因為勞力具有生產力。圖 7. 7 顯示一條邊

際產量曲線，指出額外每單位勞力「 QL」所生產最終物品之數量。 MP 曲

線所扮廣的功能跟 MV 曲線很相似。 MV 曲線顯示消費者消費額外每單位

物品的價值而 MP 曲線則顯示生產者僱用額外每單位勞力所提供的產量，

它們均是向下傾斜，但其原因絕不是勞力或最終產品本質不同，而是受著

不同定律支配著。在消費方面，我們的行為受邊際價值遞減所支配，而生

產方面，我們的行為則受邊際生產力遞烕所左右。

邊際生產力遞減定律：當額外的變動因素持續加入固定數量的其它因

素進行生產，邊際產量最終會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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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 

MP 
。 QL 

【圄 1. 1 邊際産量尚線】

要注意的是雖然 MV 遞減和 MP 遞烕頗相似，它們卻有根本性相異。

由於 MV 所反映的是意願，是主觀所決定， MV 遞減並不能被觀察，是故

它是被武斷為一條基本假設，它只可在理論世界才出現。然而， MP 所顯

示卻是客觀可量化的實際產量，故此 MP 遞減是由現實觀察概括出來的—

般定律，它是現實世界裏的事實。表 1. 1 總結 MV 遞減和 MP 遞減的不同。

邊際價值遞減 遏際生產力遞減

意願 實體的產出

主觀所決定 客觀之量化

不可觀察 可觀察

基本假設 事實

武斷 從現實概括出來的—般定律

理論世界裏出現 現實世界裏可見

［表 1. 1 邊際價僙過成終逑際生屋力遞成葯芬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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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價值遞減於過往產品市場分析中屢有應用。在未來分析中，我

們將使用遞際生產力遞減定律於勞力市場分析中。在未進行分析前，讓我

們再進—步領略 MP 遞減的重要性。

為使我們更了解 MP 遞減的重要性，我們可構想當邊際生產力不成立

時，將有何情況發生。總括而言，若 MP 是遞增而非遞減時，有三個很有

趣的含義：

1. 總產量無限大：若邊際產量遞增，—個小小的土地便能種植足夠數

量的食物滿足全人類之需要，這是由於總產量會因投入量增加而持

續以遞增比率上升，於是總產量並無上限，其值為無限大。

2. 地價為零：若邊際產量遞增，一塊微細的土地便能得出無限大的總

產量。讓我們舉一數字例子加以説明，表 1.2 顯示在一固定面積的土

地上，當—單位勞力投放於生產中，總產量為 10 單位；若兩單位勞

力則邊際產量會遞增，總產量增至 22 單位，這意味半塊土地可提供

1 1 單位的產量（見末欄「AP」)。若持續將額外勞力投放於這—塊

固定面積之土地，對每單位勞力而言，他們所耕作的土地面積會不

斷縮小，但他們各得的產量卻不斷遞增。倘若有無限量的勞力投進

生產，每單位勞力便會耕作—塊非常細小的土地，但產量卻無止境

的增加。土地的總價值亦是無限大，但邊際上土地的價值則為零，

基於完全競爭下之市場均衡 'P=MV' '地價也是零。

Q L LIO L TP 

1 1/1 10 

2 1/2 22 

3 1/3 36 

4 1/4 52 

5 1/5 70 

MP AP 

10 10 

12 11 

14 12 

16 13 

18 14 

化．．每翼侃矽旁力

L/化．．旁才察土地葯比率

TP: 總產出
1/f p : 邊際產出
AP: 平玲産出

［表 1.2 邊際生產力遞權】

一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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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產高度集中於某一塊地：基於邊際生產力遞減定律，過量的投入

反而令總產量下降，邊際產量轉為負值；亦因如此，即使土地有不

同的肥沃程度（意即不同土地具有不同高祗的 MP 曲線），耕作者

亦不會只耕作肥沃土地而不耕作貧脊土地，原因是即使貧脊土地的

MP 曲線較低，但當耕作者投入勞力資源於肥沃土地達致某一水平

時，其邊際產量終有機會低於貧脊土地，結果耕作者便會開始將勞

力資源轉移至貧脊土地上。圖 1.2 之 MPS 反映肥沃土地的生產力而

MPt 則代表貧脊土地的生產力。耕作者的勞力資源分配均衡應是：

MPS= MPf 

換言之在邊際上，兩塊土地的生產力應該相同，這樣勞力資源才得

以被充份利用，得出最高產量。圖 7 .2 之 Q'L 為耕作者所擁有的勞力

6 資源數量，將這數量全投於於肥沃土地，其相應之 MP 是 o'LA , 而

貧脊土地的 MP 則是 OB' 兩塊土地的邊際產量有所不同，耕作者若

將部份勞力資塬轉投於貧脊土地，在巳定的勞力資源，總產量將上

升。要求出於貧脊土地的最優化勞力資源投放數量，我們只需將 MPS

曲線由右至左反轉，再與 MP1 曲線相交，決定均衡點 E* , 其相應的

投入量 O*L 便是貧脊土地的最優化勞力資源投入量，由此，我們得出

以下結論：

基於邊際遞減定律，生產者絕不會將所有資源投放在某一固定生產

因素上；然而，若此定律不成立，則生產便會高度集中於某一僙定
生產因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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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 . 
B 

! 

' 
: MC 
' 

f 
' 

。

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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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旁力分配菸土地約均衡】

1.3 勞力的需求量

掌握了邊際生產力遞減的重要性後，讓我們先考慮—個簡單模式，

這模式讓我們在已定的實質工資下決定勞力之需求量，從而使我們可進一

步引申勞力需求曲線。設某地主私人擁有一塊固定面積之土地，他可全權

決定土地的使用率，亦即有權容許有多少勞力可進入該土地進行耕作。細

察圏 1 .3 , 完全競爭的實質工資率「w」是地主僱用勞力的邊際成本，邊際

產量曲線則顯示勞力為地主所帶來的邊際實質貢獻有多少。由此，地主會

依下列條件決定勞力的最優化需求量：

-7 

爻

MP= w 

它稱為「僱用均衡」，並滿足於圖的 E* 點而勞力的需求量則為 O~\, 總

經濟租達至最高，其面積是 AE*w 。要注意的是這—簡單樸式不單止決定

勞力的需求量，亦讓我們決定了土地的價格。若土地不會折舊，總經濟租

便是每時段土地的總租值。在完全競爭下，所有這些租值將會被資本化於

土地的市價上。



個體經濟學 第一章：勞力市場

MP 

A 
麈 ol !J 回，心
亡口約'i言祖= I: 地 l"I 出

w 

。

MP 

Q*L 
QL 

［圖 1. 3 生至莞舂葯定僚】

在決定勞力需求量的過程中，我們可見勞力和土地在瓜分總產量

AE*O*O 是有先後次序的。在完全競爭的勞力市場裏，勞力有其它使用用

途，這由市場的實質工資所反映。地主為了吸引勞力替其耕作，他會以等

值的實質工資率支付予勞力。在傳統經濟學上，這筆地主須支付的最低數

目藉以挽留資源於當時生產中稱為「轉移收益」，圖 1.3 之面積 wE*O*LO

顯示此一數目。

明顯地，地主是要先支付勞力；否則，勞力便會移往最高價值其它

使用用途。完成這支付後，地主才可支取所餘的部份，是故他稱為「剩

餘索求者」。—般而言，生產往往牽涉多於—種的生產因素，某些因素

較為普及，可應用於多種生產用途上，這種生產因素，我們稱為「普及

生產因素」，有著正值的轉移收益，其供應亦顯得較具彈性，他們在生

產中是最先分享成果的。另—種類是「專門因素」，這種因素並沒有其

它生產使用用途，它們並不包含轉移收益，其供應是固定的。正因如此，

他們只可支取總產量剩餘的部份，其回報很不穩定，可受市場環境所左

右。—般而言，公司的東主是最專門的生產因素，因他原初所作的投資已

成既往成本，並沒有機會成本和轉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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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勞力需求曲線

第－章：勞力車場

MP 曲線反映額外每單位勞力之實質貢獻，但現在今貨幣經濟裏，支

付勞力是以貨幣為量度單位，亦即所謂名義工資「W 」，是以我們所用

的曲線必須反映勞力的名義貢讞，要引申這條曲線，我們只要將邊際產量

乘以邊際收益，亦即：

MP x'MR 

經濟學稱之為邊際收益曲線 'MRP' '圖 1.4 顯示相應的 MRP 曲線，其位

置高於 MP 曲線（除卻MR是負值），斜率較大。有了這 MRP 曲線，我們

便可進一步引甲這條曲線。

w 

MP 

。
MRP 

~L 
Q'L 

［圖 1. 4 旁力需表萵線】

由於勞力市場被假設為完全競爭市場，因此生產主管若要僱用勞

力，他只須跟隨市場已定的名義工資率 W* 支薪，便會有勞力前來問津，

因此個別生產主管所面對的勞力供應曲線與水平平衡，其高度由市場均衡

名義工資率W* 所決定，生產主管在這情況下為需求面的受價者，圖 4.4 顯

示生產主管樂意錄用首單位勞力，陰影部份為生產主管相應所享有的經濟

租，隨後的勞力單位均陸續為生產主管帶夾繹濟租，直至僱用量處於 Qdl

之水平，滿足了以下條件：

MRP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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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件是最優化僱用條件（以名髭值量度），生產主管所得之總經濟租

達致最高，相等於圖中面積 W*EZ 。由此可見， MRP 曲線扮演著勞力需求

曲線之功能，在各名義工資率下，它指出相應之勞力需求量。

MRP 曲線顯示各名義工資率之相應勞力需求量，故此它亦是一條勞

力需求曲線。基於邊際生產力遞減定律，勞力需求曲線是向下傾斜

的，指出名義工資率與勞力需求量成反比關係。

MRP,W 

z 

W* 
E 

－－一一一－－柬---一-一－－－一 s 
-~ 

10 

MRP=D 
。

QL 

【圖 1.5 名謾旁才需次尚線】

1.5 邊際產量價值(VMP)曲線與遏際產量收益(MRP)
曲線

僱主對勞力有所需求，是因為勞力所製造的產品為消費者所喜愛，

由此可知勞力需求源自消費者對其產品的需求，所以勞力需求是—種

「引申需求」。亦因如此勞力需求頗受產品市場結構所影響。上一節説

明每單位勞力的名義貢獻是由 MRP 所反映：

MP x MR= M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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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邊際產量乘以產品銷售所帶來邊際收益，若產品市場為完全競爭，邊

際收益有以下之關係．

MR= P 

故勞力的邊際產量收益亦可以下式表達

MP X P 

即邊際產量乘以產品之價格，稱為邊際產量價值 (VMP)' 由於完全競

爭產品市場包含 "MR=P" 這一條件。故此， MRP 曲線和 VMP 曲線相

同，亦即勞力需求曲線可以 VMP 曲綿代表。

但當產品市場為壟斷者所經營，生產商所面對的產品需求曲線是向

下傾斜，單一定價下， MR 曲線遠低於價柊線，即以下條件： 11 

MR< P 

因此得出以下的結果·

MR x P = VMP > MRP = MP x MR 

由於產品之邊際收益少於其邊際價格，故此 MRP 曲線遠低於 VMP 曲線，

如圖 1.6 所示。在這情況下，勞力需求不可由 VMP 曲線所表達，它必須是

MRP 曲緑。
w 

。
MRP=D VMP 

, QL 

<1. 6 VJ/fP 尚緤玲寸fRP 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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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廠商所面對的產品需求曲線是與水平平衡，公司對勞力的名義需

求曲線相等於 VMP 曲線或 MRP曲線；而當所面對的產品需求曲線是
向下傾斜，則勞力需求曲線便是MRP 曲線，但絕不會等同 VMP 曲
線。

常犯錯誤：有謂受價者的VMP曲線高於壟斷MRP曲線，這説法是錯
誤的。基於不同的市場結構，以上兩條曲線並不可以相比較，我們
只可以對相同類別的生產者作出 VMP 和 MRP 之比較（如壟斷者的
VMP 和MRP曲線）。

1.6 勞力需求改變之因素

勞力需求曲線由 MP 和 MR 所構成，因此，當某些因素的變動牽渉

生產力和產品市場的變化，勞力需求便產生改變。一般而言，有下列幾個

因素：

1. 科技進步

先進科技的引入，令勞力每小時生產的物品數量增加， MP 曲線向

上移，因此整條 MRP 曲線亦向上移，如圖 1.7 所示。

w 

。

\̂ 

\ 
\ 

\ 

P\ R\ 

\ 

．
、

M 
丶
＼

\ 
\ 

\ 

CL\ R\ , II\ 

QL 

【圄 1. 7 囷弄(1)及 (2) 影縻夢力需衣聶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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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力資本投資增加

倘若勞力本身增加其人力資本的投資，譬如進—步接受培訓，其生

產力便會增加， MP 曲線與及 MRP 曲線齊向上移，亦如圖 1.7 所示。

3. 產品價格上升

設勞力所生產的物品在產品市場的市值增加，勞力生產力不變下，

MRP 曲線向上移，如圖 1.8 所示。要注意的是此條曲線今回並非平衡

向上移，而是其斜率增加， MRP 為零的勞力水平仍處於 Q'L 。這結

果不難理解，當某勞力投入量（即圖中 Q'L) 之產量為零時，即

使價格處於再高—點之水平， MRP 始終為零值。

以上三個因素均令 MRP 曰線向上移，結果在巳定工資下，勞力需求量增

加。
w 

VMP' 

。

Q'L 
QL 

<I. 8 產品價移」藍洳】

1. 7 勞力之供應量

勞力的供應是個人對閑暇與工作時間作出最優化選擇之結果。圖 7. 9 

橫軸為閑暇時間，若扣除睡眠時間，設—日最多的閑暇時間為 76 小時。設

每小時工資為 $70' 那麼減少 1 小時的閑暇時間便可帶來 $70 的收入。如

此類推，每減少 1 小時的閑暇，便多 $70' 若 76 小時全投入於工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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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 $760 。因而形成了—傑勞力所面對的＇收入—閑暇＇預算線，其

斜率為 70' 反映將時間作閑暇之用的機會成本，亦即放棄每小時工作所帶

來的工資 $70 。

收入

$160 ,E" 

$10 

l
i
。

·' ; 
,' E6 二

：
閑暇（小時）

[」 9 蕷享線】

:̀ i4 1 
由於收入和閑暇均是好物品，「收入—閑暇」的等優曲線是一條

典型的凸面向圖點曲線，暗示若額外獲得—小時閑暇，個人最高所顾意放

棄的收入將持續減少，圖 1. 1 0 顯示此喜好特徵。

收入

uo 
。 閑暇（小時）

【」 JO 孜入鍀閑暇葯芋優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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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化閑暇時間是由等優曲線和預算線相切而決定的，圖 1. 7 7 之 E*
為這抉策之均衡， L* 小時為最後優化閑暇時間，而 '7 6-L *'小時便是
工資 $70 下之最優化勞力供應量。

收入

160,~, 
\ 

\ 
丶丶丶
丶 /[6 

', ,' 
。

<1. 11 晨侵亻b愫況】

巴

1.8 勞力之供應曲線

設每小時之工資上升，這會對勞力最優化供應量有何影響呢？工資
上升使用作閑暇之時間的機會成本增加，預算線之斜率增加，而且若將所
有閑暇時間投入於工作，收入會較以前高。故此，圖 7. 7 2 之預算線向上

移。 收入

.B' 

、＼、

。
B-

閑暇

【屬 1. 12 擯集線向上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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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線之變化説明勞力所面對的局限條件作出了改變，預算線的斜

率改變帶來替代效果，而位置之改變則導致收入效果，現分別詳述如下：

1. 替代效果：

工資上升令用作閑暇的時間之相對價格上升，基於需求定律，閑暇

時間減少，勞力供應量增加。換言之，在實質收入不變下，工資上

升令勞力供應量增加，而下降則令勞力供應量減少。

2. 收入效果：

設閑暇為正常物品，工資的上升令實質收入增加，閑暇時間的需求

量增加，勞力供應量減少。

替代效果和收入效果循相反方向作出變化，令工資上升對勞力供應量的影

響沒有一個確實答案。倘若替代效果大過收入效果，如圖 1.13 所示，工資

上升令勞力供應量增加，兩者成正比關係；倘若替代效果小於收入效果，

則如圖 1. 14 所示，工資與勞力供應量成反比關係。

收入

U" 

U' 

閑暇

【屬 1. 13 俁慮量察工觜率成正比 Ill!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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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俁應量寫工薪率成反比閥孫】

—般而言，工資在初步上升階段，由於財富還未處於太高水平，收

入效果並不顯著，它遠比替代效果鈿，故此勞力供應量將因工資率上升而

增加，工資與勞力供應量成正比關係，供應曲線向上傾斜。但當工資上升

致某—水平時，收入效果便遠大於替代效果，勞力供應量隨工資率上升而

下降，工資與勞力供應量成反比關係，供應曲線向下傾斜。由此誕生了一

條如圖 7. 7 5 的勞力供應曲線，曲線最初為向上傾斜而最終卻向後彎曲。以

下分析我們假設工資的調節處於較低水平，因此勞力供應曲線是一條向上

傾斜的曲線。若將所有個別的勞力供應曲線橫向相加，便得出勞力之市場

供應曲線。

w 

。 QL 

【圖 1. 15 完整葯麥工俁愿海線】



個體經濟學 第一章

1.9 

7. 

勞力供應改變之因素

勞力對閑暇時間的喜好改變

倘若勞力較以前更喜愛使用時間作閒暇之用，等優曲線會顯得較

斜，每單位閒暇時間的邊際替代率上升。在名義工資不變下，勞力

供應量減少，整條勞力供應曲線向左移，如圖 7. 7 6 和 7. 77 所示。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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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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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暇

［園 1. 16 嘉好約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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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L 

勞力市場

【圖 1. 17 旁力偶愿海線向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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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額津貼

倘若僱主提供定額津貼，其數值與工作启間多寡無關。勞力所面對

的預算線便會平衡向上移，上移福度為定額聿貼之數值，而預算線

之斜率則維持不變，結果只帶來收入效果，令閑暇時間的需求量增

加。在名義工資不變下，勞力供應量減少，勞力供應曲線向左移，

如圖 1.18 和 1.19 所示。

收人
, 

B" 

。

19 

>閑暇

户

［圖 1. 18 現全本點】

w 
s 

◄ ~ 

~ 

。 QL 

［圖 1. 19 差力俁愿尚線向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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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時工作之工資上升

以上分析假設單—工資定價，但現實生活中，工資結構並非如此單

純。就超時工作而言，其工資率便處於一個較高水平，這種邊際工

資的改變目的就是提高勞力的工作誘因。圖 7.20 顯示最初預算線 BB

之均衡為 E' 相應的勞力供應量為 L*-L' 。設勞力若提供額外小時於

工作，所得的邊際工資上升，預算線的斜率便會作出改變，如圖 7 . 

20 所示，誕生了—段較斜的預算線 B'B' 部份，這部份暗示若將超時

工作之時間用作閑暇，其機會成本在邊際上便會增加。基於需求定

律，閑暇時間減少，工作時間增加，説明了勞力的邊際供應量因邊

際工資率上升而增加。

收入

B 

。 l" L* 
閑暇

I圖 I. 20 邊際工竟率上＃】

1.10 勞力市場之均衡

設產品市場和勞力市場均處於完全競爭，那麼勞力市場之需求曲線

是總 VMP 曲線，再與勞力市場之供應曲線相交，如圖 7 .2 7 所示，便決定

了勞力市場之均衡 E'W*為均衡工資而 0\ 為均衡之勞力僱用量。在已定

的均衡工資 W*, 個別生產主管所面對的勞力供應曲線與水平平衡，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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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最高財富的動機下，個別生產主管將依據 'W=VMP' 決定其最優化勞

力需求量，而個別勞力亦根據個人之供應曲線決定最優化之勞力供應量。

當然，由於主觀喜好不同，某些勞力之供應曲線會較低，因此在已定工資

下，其供應量較高，而他們成為市場之邊際內供應者之機會亦相應增加。

個別僱主 勞力市場 個別勞力

w w w 

「 「

/ 
QL 。 o, 。 o, Q'c a·, Q'L 

［圓 4. 21 芳才方榜之均衡】

1 . 1 1 應用：香港強制性公積金的效果

最近，香港政府推行強制性公積金，在這強妲性供款制度下，僱主

與僱各向強積金供款，其數值分別相等於僱員薪金的 5 %。當僱員 65 歲

時，僱員便可在其戶口中提取所積存的儲蓄和投資的回報。若將向公積金

的供款—併考慮，這制度似間接地提高了僱員的薪金，對於僱主而言，他

亦有很強誘因降低僱員的薪金從而減輕其成本負擔，然而，根據強積金所

定的規條，僱主不容作出這種調節。那麼，設香港的勞力市場為完全競

爭，這制度對勞力的僱用水平有何影響呢？

讓我們將過往所學應用於這個情況。設對僱員而言，—元的強積金

的供款跟實際到手的一元收入有相同的價值，即均視為等值的收入。這假

設似有商榷餘地，這是因為對低收入人仕而言，當時所得的金錢的其它用

途（主要為基本需要）比 65 歲後所收取的供款來得有價值，但為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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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簡化—點，我們採用這個較失真的假設。

第一章：勞力市場

-2 2 一
一

圖 1.22 的 E 是勞力市場的原來均衡， W* 是均衡名義工資率而 O*L~_IJ

是均衡僱用水平。由於強制性公積金不會影響工入的生產力與及對閑嘏與

收入之喜好，勞力的市場需求和供應不變。強制性公積金只令完整名義工

資率（當中包括實際到手的收入與強穩金投資）高於原來的均衡水平。

倘若沒有政庁進—步的干預，自由的市場競爭會將名義工資率推回原來的

均衡水平，亦郎僱主會將他所供的款項於工人原來的薪金中扣除，比方

説，若僱主的供款為 $500' 令包括到手的收入和供款的完整薪金維持於

$10,000 。明顯地，唯—相關的影響是名義工資結構的改變，而非其絕對

值。

然而，倘若政府不容許僱主向下譎整名義工資，這相等於有效工資

下限w, 出現了超額勞力供應 0"-0'' 這令失業問題更趨嚴重。事實上，

隨著這制度的生產，失業率在短短數月內便由 4.3% 增至 4.5% 。這失業問

題會否再進—步惡化完全視乎未來日子香港經濟的增長率。若香港能有

5% 的實質增長，勞力需求便會增加，將市場名義工資率提升至「受管

制」之水平，失業問題便得以舒緩。若沒有 5% 的實質增長，情況便只會

更糟糕。
w 

s _W 

Wf i 
Q'L Q*L 

。

D 丶

L

' ' 

,';

,Q 
QL 

［圓」 22 公瀕企之影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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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囪欠七
/1'1心 II'口

O 個別僱主的勞力需求曲線相等於個別生產邊際產量曲線，僱主

依僱用均衡 "W=MRP" 決定他們最優化僱用量。基於邊際

報酬,1遞減定律，名羲工資與需求量將成反比關係。

O 個別的勞力供應曲線是由勞工對閒暇與收入最優化選擇所引申

出來。—般而言，名義工資的增加帶來替代效果，替代效果顯

示工資的上升令勞力享受閒暇的成本增加，勞工較願意提供勞

力：而收入效果則顯示，在閒暇為正常物品下，工資上升令勞

工減少其勞力之供應。在工資上升的初段，傳統經濟學認為替

代效果應凌駕收入效果，勞工供應量會因名義工資上升而同步

上升，故此供應曲線血上傾斜。在工資上升的後段，替代效果

則較收入效果弱，是故名義工資上升令勞工供應量下跌，供應

曲線向下傾斜。結果，勞工供應曲線存有一向後彎曲之部份。

0 在—個完全競爭的勞力市場內，市場需求曲線及市場供應曲

線分別由個別 MP 曲線及提供曲線橫向相加而得出，市場需求

及市場供應之相交決定市場均衡工資。在均衡市場工資下，

每位僱主按 "W=MRP" 決定其僱用量，透過價格機能，總

僱用量等於總供應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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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成本

2.1 界外效果

傳統經濟分析中有三種市場情況會導致資源調配失效，統稱為「市

場失靈」。第—種市場失靈是壟斷單—定價，我們已在第二冊第七章否

定這無效率之説法；第二種市場失靈與「界外效果」這一概念有著密切

的關係。定義上，當某君的行為令他人受損，我們便稱他對這人帶來

（負面）界外效果。根據傳統經濟分析，這負面界外效果將導致私人與

社會成本分歧，人們在追逐私利下會作出—些跟社會利益有所衝突的無效

率的行為。正因如此，傳統經濟學家倡導政府應積極干預市場以矯正當時

情況以維持有效率的資源調配。在本節中，我們會以傳統經濟分析討論界

外效果時普遍所採用的污染例子作—詳盡申述。

設有—間化染廠經常排出污水至鄰近的魚塘，該魚塘裏大部份的魚

均被污染而死去，令魚塘東主受損。從傳統經濟學角度，化染廠東主正向

魚塘東主施加負面界外效果。若化染廠東主對其所造成的損害不作出任何

補償，生產化染物品的私人成本遠低於其社會成本，後者包括私人成本及

負面界外效果，這導致最優化私入產出水平高於最優化社會水平，由此出

現效率損失。

表 2. 1 之第一及第二欄分別顯示化染物品的生產量 (Q) 及其市價

(p) , 常值的市場價格顯示 P 亦是邊際收入 (MR) ; 第三欄顯示生

產化染物品之邊際私人成本 (MPC) , 它反映化染廠所放棄的資源之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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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價值其它收入；第四欄是對魚塘所做成的邊際公損（負面界外效果），第

五欄是生產化學物品之邊際社會成本 (MSC)• 即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

公損之和。

26 

Q P=MR MPC M JJ MSC 

1 20 10 2 12 

2 20 12 4 16 

3 20 14 6 20 

4 20 16 8 24 

5 20 18 10 28 

6 20 20 12 32 

7 20 22 14 36 

8 20 24 16 40 

【表 2. 1 成本類群】

P 

/MSC 

; MPG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一一一 一－－一一－－－－－0 D=MR=AR=P 

,} 

i 

二－
3 6 

效率損失

。
Q 

【圄 2. 1 私人哀私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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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曲線顒示於圖 2. 7 中， MSC 曲線處於 MPC 曲線之上，其垂直距

離反映邊際公損，這私人與社會成本分歧導致最優化私人產出水平與最優

化社會產出水平出現差異。理論上，私人的生產均衡是

MR= MC 

由於化染廠東主無須為其帶來之負面界外效果作出補償，故他的邊際成本
勻．

定·

MPC 

那麼，上述的私人生產均衡改為：

MR= MPC 

狠據表 2. 1 的資料，滿足這均衡的產量是六單位，總經濟租處於最高，其

數值是 $30 [ ($2正$10)-($20-$12)+($20-$14)+($20-$16)+($20-$18)

($20五 20) ]。然而，從社會角度而言，生產均衡是．

MV = MC 

由於這條件是從社會角度出發，故 MC 所代表的是邊際社會成本

(MSC) ; 另外，價格在邊際上量度價值，所以，在這情況下，價格是

邊際收益亦是邊際價值．

P =MR= MV 

由此，上述的社會生產均衡所指的是．

MV(=MR) = MSC 

這顎示最優化社會產出水平是 3 單位，其總社會得益是 $12 [($20-$12) 

+($20亞 16)+($20-$20) 】。明顯地，相對最優化社會水平，工廠東主作出

過量的生產，多生產 3 單位。從社會角度而言，這額外 3 單位所帶來的負

值淨社會價值為 $24 [ ($20-$24片($20-$28)+($20-$32) 】，圖 2, 1的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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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部份顯示這效率損失。基於這例子，傳統經濟學家指出若讓市場自由運

作，資源調配有很大機會偏離正軌，由此不能滿足柏利圖條件。他們主張

政府應積極干預市場。就如現情況，政府應向化染生產徵收税款，其税款

應等同負面界外效果所帶來的損失。我們會在下—節深入討論。

2.2 傳統税收方法

為了限制化染廠東主過量的生產，政府所徵收的產出税須以每單位

計算。若政府選用定額税，這只會增加化染物品生產的固定成本，左右化

染廠於該工業之去留，這並不合乎政府之原意。為限制產出由六單位降至

三單位，政府應影響化染廠東主的邊際成本，因此從量產出税會較適合。

在討論從量產出税所帶來的影響前，我們先計算化染廠東主的最高願意支

付之税款從而獲得額外每單位化染物品之生產權。表 2.2 第六欄 (MER)

是邊際經濟租，它是邊際收益減去私人成本而得出的，並顯示於圖 2.2

中。圖中陰影部份是總經濟租 $30 。在沒有產出税下，這筆經濟租可視為

化染生產的預期淨收入，它會被資本化於化染廠的市場價格中。比方説，

設該化染廠本身永恆存在，其市價可由下式計算出來：

丫/r = $30/0. 7 = $300 
丫

i'' 10% 

它亦是化染廠的資本值（化染廠是資本，因它創造跨時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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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JI R MPC !If J) /If SC MER 

1 20 10 2 12 10 

2 20 12 4 16 8 

3 20 14 6 20 6 

4 20 16 8 24 4 

5 20 18 10 28 2 

6 20 20 12 32 。
7 20 22 14 36 -2 

8 20 24 16 40 -4 MER 邊停經濟租

［表 2. 2 Ir/ER 尚線之引棹】

MER 

29 

總經濟租

。
MER 

> 
6 Q 

［圖 2. 2 經濤私】

在利率 10% 下，若化染廠東主堅持擁有該化染廠作化染物品之生

產，他便放棄了將工廠出售收取 $300 , 並將這筆金錢存入銀行賺取每時

段 $30 之利息。這筆放棄了的利息正正等於經濟租，所以經濟租並不是代

表著甚麼額外回報，它最終成為擁有化染廠之利息成本，是化染生產的固

定成本。經濟租是成本的—部份，這是另一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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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的 MER 曲線不只有助我們決定工廠的市價，還顯示化染廠東

主頠意及有能力支付以獲取額外每單位化染物品生產權之最高税款。傳統

經濟學家提出化染廠東主須支付與他所造成的損失相同的產出税，從而令

資源調配與柏利圖條件一致。表 2.3 顯示這邊際税款資料，而圖 2.3 則顯示

相應之曲線丁＇。由於頭三單位的邊際經濟租不少於邊際税款，故化染廠東

主會支付這三單位之税款，可是，他會發覺另外三單位的邊際經濟租不足

以支付相應的邊際税款，故他會放棄後三單位物品之生產。最終結果是化

染物品的生產量會由六單位降至三單位。

產出

MT I : I : I : I ; I t0 I ]: I MT: 邊際税款

30; ［表 2. 3 景進稅率】

MER, T 

T' 

面積 A 總税款
面積 B 總經濟租

3 
MER 

> 6 Q 

［圖 2. 3 景進稅率】

明顯地，政府税收能有效地阻止化染廠東主過量生產；換言之，透

過政府税收，負值的界外效果得以內部化於化染廠東主的私人成本中，由

此沒有私人與社會成本分歧，最優化私人及社會產出水平得以—致，不存

在效率損失，滿足柏利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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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我們更可見政府税收對化染廠的市價亦有—定的影響。

產出税使經濟租由 $30 (MER 曲線以下的整個面穩）下降至 $1 2 (面積

B) 。這預期收入的減少會被資本化於化染廠的市價上，市價由 $300 下

降至 $120 , 化染廠東主之財富亦隨之下降。明顯地，政府税收不只對資

源調配帶來影響，還牽涉財富效果。

要注意的是除了由傳統經濟學家所提出之税率外，還有其它產出税

制如表 2.4 、 2.5 及 2.6 所顯示的邊際税款，它們均能有效地限制化染物品

產出於三單位，這三種税款的共同特徵是其第四單位之邊際税款必定高於

$4 。因此，它們均帶來相同的最終資源調配：生產三單位。而它們的分別

只在於對經濟租之影響與及化染廠之市價，途些影響均顯示於表中。明顯

地，它們有著不同的財富效果。

產出

Al T 

產出

MT 

產出

MT 

1:1;1:1:1:1:1 

1 2 3 4 5 6 

6 6 6 6 6 6 

1 2 3 I 4 5 
6 6 

。 。 。 6 6 

影攀：

稅款： $21 

經消磊： $3 

工廠慣拮： $30 

【表 2. 4 萇退稅率】

旦,y，孿. : 

稅誤： $36 

經消磊： $6 

工廠債洛： $60 

【表 2. 5 比例稅率】

影攀：

猊款： $0 

．經消漳l .'$24 

工廠慣蓀： $240 

【表 2. 6 浮在稅仗】

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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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經濟學所提出的工廠污染例子目的是要指出市場運作之弱點，
市場處理污水排放無法像處理其它常為交易的物品般，有效地維持於具效
率之水平；不過，上述例子中，市場是否真的存在呢？當魚塘被污染後，
其東主全然不作任何抗議，任由污染繼續惡化；魚塘東主似不是東主，否
則，他應可採取法律行動阻止魚塘被污染。事實上，整個故事並沒有顯示
魚塘東主之利益受到政府所保障；換言之，魚塘的私有產權並沒有被清晰
界定。故事的開首是魚塘東主於魚塘的利益並沒有受到政府的保障，而政
府卻將這個應保障的權利自行以產出税直接「賣予」化染廠東主。我們
或會有以下的疑問：若魚塘東主擁有清楚界定的魚塘私有產權，資源調配
的結果會是怎樣呢？這問題引發另—位經濟學家高斯對界外效果的突破性
觀點，我們將在下—節詳細探討。

2.3 近代市場方法

設私有染污權界定清楚，在毫無交易費用下，讓我們看看若染污權
為魚塘業主所擁有下的資源調配。在此情況下，化染廠東主因進行生產所
造成的染污，必須作出賠償；從另—角度，化染廠東主於生產前必須向魚
塘東主購買染污權，他對染污權的價值全由 MER 所反映，因此，圖 2.4 之
MER 曲線是染污權的邊際價值(MV)曲線；而魚塘業主每單位所要求的最低
索償是化染生產所帶來的邊際公損(MD) , 是故圖 2.4 的 MD 曲線亦是魚塘

東主的染污權之提供曲線。

表 2.7 顯示在邊際上化染廠對染污的價值和魚塘東主所要求的最低補
償。當產量為零時，兩者對染污權的 MV 有顯著不同，潛在了交易利益，
交易理論暗示他們會進行交易，直至雙方的 MV 均等，這實現在第三單位
之染污權或生產量上，他們的 MV 相等於 $6' 總交易淨益為 $12 , 滿足
了柏利圖條件，圖 2.4 之 E 顯示此交易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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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污權 1 2 3 4 5 6 

MV=MER 70 8 6 4 2 。
O=MD ? 4 6 8 10 12 

潛在得益 8 4 。 -4 -8 - 7 2 

［表 2. 7 絳方約交易 I】

MV,O 

O= 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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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 

［圓 2. 4 羨污葯爻易 I】

以上分析説明：

1. 除了政府税收能將界外效果內部化於私人決策外，透過市場的

交易，亦即雙方私下簽定合約，亦能完成此內部化過程。過程

中所付出的價格，正正是負面界外效果的補償，由此私人與社

會成本不再產生分歧。

2. 負面界外效果的存在，暗示交易潛伏利益存在，當兩者對界外

效果的邊際價值有所不同時，雙方會進行界外效果的交易。如

現分析的染污權交易，雙方會進行貿易直至雙方之邊際價值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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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界外效果即使是負面，亦有其存在價值，即有其最優化正值水

平（賠償後，恢然存在三單位），政府税收和私人合約化目

的都是減少產量，而非禁止生產；換言之，整體社會是容許—

定程度的負面界外效果的，否則便無法進行生產。由此，界外

效果的存在，可能已是交易後的最優化結果，社會與私人成本

巳等同。那麼我們應否在未細察情況的大前提下—見界外效果

的存在，便妄論社會與私人成本有所分歧呢？

4. 由此可知，私人與社會成本的分歧，暗示界外效果的存在；但

界外效果的存在未必暗示私人與社會成本有所分歧。

5. 市場遲作在交易費用為零時，即使存在界外效果，也能帶來有

效資源調配。但最重要是大前提是有清楚的私有產權界定，由

此得出以下的結論：

清楚的私有產權界定是有效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

以上所説，均是高斯在—九六零年發表的論文 「社會公損問題」

要旨之一。但更有趣的是．倘若染污權為化染廠東主所擁有，資源調配的

結果會怎樣呢？化染廠東主不須賠償下，生產是否停留在六章位這一失效

水平呢？高斯的答案是依然三單位。

當化染厰東主選擇生產 6 塑位時，他若減少—單位生產，魚塘東主

便可得回$ 1 2 ; 若再減少生產一單位，魚塘東主便可再得$ 1 0 ; 如此類

推， $8 、 $6 、 $4 丶 $2 ... 若將此得益繪於圖上，便是魚塘東主對染污權的

邊際價值，亦即是圖 2.5 的 MV 曲線，此條 MV 曲線亦是圖 2.4 的 MD 曲線

由左至右之倒轉出來的結果。對化染廠東主來説，停止生產第六單位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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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收益損失是 $0 〔由 MER 反映〕，停止生產第五單位為 $2' 如此類推

$4 、 $6 、 $8 、 $10 .... 這是化染廠東主減產所要求的最低邊際索償，由此

可得出化染廠東主染污權的提供曲線，如圖 2.5 的 0 線所示，這條曲線亦

是圖 2.4 的 MNR 曲線由左至右倒轉的結果。表 2.8 顯示此情況下 MV 曲線

和提供曲線的資料，當處於生產量為六單位時（即圖 2.4 染污權交易量為

零時），兩者的 MV 有所不同，潛在的交易利益驅使交易，交易均衡處於

第三或第四單位，為統—分析結果，我們設染污權交易量最終為三單位，

亦即產量由六單位跌至三莖位，總交易淨益為 $24' 同樣滿足柏利圖條

件。

染污權 7 2 3 4 5 6 

MV=MD 12 10 8 6 4 2 

0= MER 。 2 4 6 8 10 

潛在得益 72 8 4 。 -4 -8 35 

［表 2. 8 羔方葯交易 fl]

MV, 0 

O= MER 

E** 

。

鉍
丶IJ:rt,-

6 染污權

【圖 2. 5 嘉5葯交易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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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所謂市場方法處理界外效果，究其實只是消費者交易行為

分析的應用。化染廠東主和漁塘東主均對染污權存在價值，一旦有所不同

便會進行貿易，而貿易方向則完全視乎雙方的邊際價值，而邊際價值又受

到私有產權配置所影響，這分析架構早已包含在第一冊第三章交易行為的

分析裏。以上分析説明：

7. 染污權無論歸誰所擁有，只要交易費用不存在，透過市場的私人合

約化，最終生產量均是三單位，為社會最優化之產量，這分析帶出

了—個很重要的結論。

高斯定律：無論產權歸誰，只要私有產權界定清楚及交易費用不存

在，資源調配便相同且有效。

資源調配不受產權配置所影響，此乃高斯定悍裡「無異命題」的

主要內容。而前分析的清楚私有產權界定是有效市場運作的先決條

件，也是高斯定律裡另—核心命題。

2. 作出賠償的方向，並非視乎誰施加界外效果，而是視乎誰有權染

污．當角塘東主癱有染污權時，化染廠東主進行生產便須賠償，當

化染廠有染污權時，要化染廠減產，塘主便需作出賠償，若要化染

廠減產而不作出賠償，則是魚塘東主施加負面界外效果，令角塘的

生產之私人與社會成本出現分歧。由此可見，我們只從界外效果的

施加方向而結論誰受損誰不受損是不適當的，正確的角度是從產權

著手，誰擁有染污權而被剝奪，他便是受害者。界外效果的方向完

全視乎譙擁有產權，產權亦同時間決定誰應作出賠償（沒有產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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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產權擁有者可在界外效果交易中索償，增加自己財富，所以產

權雖然不會影響資源調配，但卻能影響財富的多寡，某人擁有越多

產權，財富便愈高。產權從新配置不帶來資源調配效果，但卻帶來

財富效果。

4. 交易費用為零時，私有產權讓當事者透過私人合約化將所有界外效

果內部化於私人成本內，再不存在私人與社會成本的分歧。這明顯

説明私人與社會成本分歧並不是源於沒有賠償，而是私有產權沒有

被界定清楚。換言之，一旦該情況有清晰的私有產權，私人與社會

成本便不會有分歧。

2.4 無處不在的界外效果

在私有產權下，界外效果的存在必定有是效率的。若某人獲得施加
界外效果之產權（戎透過税收從政府手裡獲取，又翦透過市場交易從私

營部門手中獲得），當他行駛其產權時，私人與社會成本並沒有任何分

歧，歸根究底是囚為他有此產權，資源調配必定有效。

實際上，界外效果是無處不在的。你吃了—個蘋果，別人便喪失消

費此蘋果的機會，你正施加界外效果於其他人身上，但沒有人會嚷著説私

人與社會成本出現分歧，資源調配失敗，何解？這是因為你已購買蘋果的

私有產權，巳付出價格作出補償了。既是如此，我們為何如此關心環境染

污問題呢？界外效果的存在與否毫不重要，因為它是無處不在的。最重要

的是施加界外效果是否已有其相應的私有產權，倘若私有產權被侵犯，擁

有私有產權的那—方（即所謂受害者）在交易費用不高的情況下會要求

補償。明顯地，當私有產權界定清楚，私人與社會成本是必定相同的。成

本就是成本，只得一種，是包括私入成本和界外效果的完整成本。界外效

果隨處可見，所有私人物品的交易，根本就是界外效果的交易，價格就是

其補償。傳統分析疏忽了私產跟市場交易的密切關係，因而犯了嚴重的分

析錯誤。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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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若交易費用過於昂貴，令私有產權的界定含糊不清，產

權羆法在市場交易時，這是否意味資源調配會失效呢？這當然不是，由於

交易費用是人類在社會必須面對的局限條件，任何由交易費用所帶來的最

佳結果，均與局限下極大化假設—致，故此，資源調配依然有效。換言

之，無論任何情況，存在著的界外效果已是局限下最具效率之水平。基於

局限下極大化假設，效率損失是鑼輯上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現象均具效

率。實訌經濟分析最重要的是解釋這些行為何解具效率，何解是局限下極

大化的必然結果，而不是指出該情況的不當。下—節，我們會探討交易費

用如何令產權界定不清。

2.5 正值的交易費用

在本節中，我們將探討正值的交易費用如何令私有產權界定不清，

從而令私人與社會成本有所分歧。要注意的是一旦零值交易費用的假設不

成立下，所發生的事便來得複雜。在以下分析中，我們要指出的是這複雜

性，當中並不會得出些概括性強的結論。

設某工廠不斷在其煙筒排出污煙，危害附近五伙住戶的健康。在沒

有任何矯正措施下，每伙住戶均損失 $75' 合共是 $375 。這污煙問題有

兩個方法可解決：其—是在煙筒上設置一層隔煙網，成本為$ 150 ; 或者是

各伙住安上抽風機將污煙驅散，各伙所付出的成本為 $50 。

在交易費用不存在下，以上顯示社會所面對的局限條件如圖 2.6 所

示。為使社會成本達致最低，最優化的社會選擇應是設置隔煙銅。從私入

角度，若空氣清新權給予讓五伙住戶，工廠的東主須作出賠償，而他所面

對的局限條件亦如圖 2.6 所示，是故他亦會最終選擇設置隔煙綱。倘若染

污權給予工廠的東主，該五伙住戶。便須自行解決污煙問題，他們所面對

的局限條件同樣地由圖 2.6 顎示，他們會各付 $30 設置隔煙網。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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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基於不顯著的交易費用，社會和私人部門均面對相同的局限條件，故

此均得出相同的最優化選擇。這結果與高斯定律一致 當交易費用不存在

而產權界定不清時，有效的資源調配是不受私有產權配置所影響的。

現設交易費用顯著存在，令各住戶若—起商討事宜時須各付出

$60 。若空 505075 
m
a

旵

/[- 

［圖 2. 6 愛袁矽交易鉈房為零盧】

氣清新權歸五伙住戶所有，這正值的交易費用並沒有改變工廠東主所面對

的局限條件，他會選擇相同的結果，就是設置隔煙網。然而，若染污權給

予工廠東主，該五伙住戶所面對的局限條件便很不同了，如圖 2.7 所示。

現在，設置隔煙網的總成本是 $300+$150=$450• 為使總私人成本達致最

低，該五伙住戶寧揀於各自於屋內安裝抽風機，免去商議所付出的交易費

用，安裝抽風機的成本合共 $250• 遠低安裝隔煙銅 $450 之總數。明顯

地，當交易費用為正值時，不同的私有產權的配置對最終結果會不同的效

果。

505075 
糾

a

的

[[ 

［圖 2. 7 繫戲矽交易坪房冷正僵】

從社會角度而言，交易費用的存在令局限條件出現四個選擇。圖 2.8

顯示首兩項選擇均是安裝隔煙網的成本，但產權的配置卻有所不同。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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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社會成本，整體社會應將染污權給予讓五伙住戶，那麼，該賠償那—方

工廠東主便會選擇成本 $750 的隔煙網。這意味在交易費用顯著的情況

下，私有產權的隨機配置大有可能令最優私私人選擇跟最優化社會選擇有

所衝突，帶來效率損失。在現情況，倘工廠東主被賦予染污權，該五伙住

戶便會選擇設置成本為 $250 的抽風機。相對最優化社會選擇$ 7 50' 存在

效率損失 $100 。

$450 (染污權歸工廠東主擁有）

$250 

$375 

［圖 2. 8 牡薈變衰矽交易趼房為正僵】

由此可見，即使私有產權界定清楚，顯著的交易費用亦會令高斯定

律不成立。不同的私有產權配置會有不同的最終資源調配，當中有一些結

果是很明顯失效的。更甚者，某些情況，交易費用之高昂令私產亦界定不

清。試構想以下—個更複雜的例子：設除卻有以上的商議費用外，還存在

找出污染工廠所在的成本（該處可能不只一間工廠），其成本為 $300 。

若五伙住戶被賦予空氣清新權，在未採取法律行動之前，他們會發覺有如

圖 2.9 所顯示之選擇。

三／。:(找口出染污旳工廠）

$375 

【圖 2. 9 私人楚救葯交易趼房名正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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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出染污工廠過程中，該五伙住戶須支付尋選和商議費用，合共

$600 。圖 2.9 清楚指出這是最昂費的解決方法。他們寧放棄行駛該權利而

選擇較為經濟的方法· 自行安置抽風機。基於太過高昂的交易費用，雖然

染污權表面上存在，但實際上它是模糊不清的。該五伙住戶會發覺行駛該

染污權會太昂貴而放棄，他們理應被賠償，但結果沒有，出現私人與社會

成本之分歧。

這正值的交易費用所帶來的結果似為政府干預留下了空間，而傳統

經濟學亦以頗相似的論調駁斥依賴市場方法解決該問題的有效性。可是，

這論綢便顯得前後予盾了。作為事件的局內人，所牽涉的私營部門也發覺

交易費用之高無法達致最佳的選擇，政府作為局外人是否當真有成本優勢

於矯正當時情況呢？政府的措施並非免費物品，它亦牽涉資源的放棄。某

些惰況，矯正當時尻的成本之高，往往寧讓原來情況繼續存在，也不該加

以矯正。若政府其干預的成本劣勢全然不顧，這只會增加納税人的負擔。 41 

基於高昂的交易費用，某些情況的私有產權並沒有被界定清楚，其

相應的界外效杲未被補償，出現私人與社會成本分歧，引致效率損失。然

而，只要這效率損失少於清楚界定私有權的相應成本，相利圖條件依然得

以滿足，這是因為現情況不存在更佳的其它社會選擇，人們已經在交易費

用局限條件不揀選了最佳結杲。在正值的交易費用下，私人與社會成本分

歧並沒有暗示相應的資源調配不符合社會最優化狀態，它唯—的訊息帶出

來的是：具索償的私有產權並未得以充份保障。圖 2.10 展示這一看法的全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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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外效果~ 不被補償一➔ 私人與社會成本之分歧一➔ 柏利圖條件

t t 沒有私人合約 TC> 效率損失

t 
私有產權之誤解

t 
TC> 0 

［圖 2. 10 呀頷葯交易韋房」

在交易費用為零的世界裏，所有事情也來得簡單，資源調配只得—

個方向進發。交易費用的存在令真實世界變得複雜，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種

類和數值的交易費用，令資源調配偏離理想的最優化狀態。市場失靈往往

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話雖如此，某些情況當私人部門發覺直接的市場交

易所牽涉的交易費用過高時，他們會選擇其它的合約安排從而內部化界外

效果。在 2. 1 節中所舉的例子，化染廠東主可透過收購漁塘從而降低在討

價還價方面所付出的資源。為達兩種資源的最高值，化染廠東主會令兩種

資源在邊際上的淨得益相同，確保了水質染的有效正值水平。在未來數章

中，我們會探討交易費用如何令私產難以徹底形成，與及其它的私人合約
安排如何降低相關之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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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社會成本

D 以庇古為首的傳統經濟分析斷定界外效果帶來私人及社會成

本分歧，這分歧引致最侵化私人產量及最優化社會產量產生

衝突，導致效率損失。囚此，他們倡議政府應積極主動干預

市場。

D 近代分析中，高斯認為界外效果暗示潛在的交易利益，誘使

有開之私營部門簽定合約進行界外效果之交易。交易理論指

出當界外效果的邊際得益等同邊際成本時，私人合約化便將

停止，而柏利圖條件亦因透過價格機能而得以滿足。就效率

而言，市場並無需要任何形式之政府干預。

D 狠據高斯定律，私有產權是有效市場運作的先決例件。在—

個沒有交易費用的世界裏，私有產權的配置並不會左右有效

之資源調配，因交易能確保資原落在最高價值使用者手中，

然而，產權的配置確能決定某人財富之多寡，從而影響收入

分配：當某人擁有越多的私有產權，他的財富便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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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價格管制

3.1 私有產權

上一章的分析指出私有產權與有效率的市場運作是息息相關的。然

而，明確的私有產權其實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呢？—般而言，只要符合以下

三個條件，一件資源或物品便被界定具備健全的私有產權：

1. 獨佔使用權

2. 獨佔收入權

3. 轉讓權（可以任何方式出售）

首兩種產權可歸納為『獨佔權』，配合「轉讓權」，便是構成私有產

權的兩個基本權利。在往後分析中，我們將探討界定這兩種產權的好處。

然而，這兩種產權的界定本身絕非免費物品，是需牽涉機會成本的。故

此，我們亦會探討界定這種產權的交易費用。

3.2 公有財產

在這一節，我們首先會指出界定獨佔權所帶來的利益。以—個漁場

為例子，圖 3. 1 顯示了一條邊際產量曲線「 MP 」，量度漁民在捕漁過程

中付出額外勞力所得之產量，而工資「w 」則是反映渔民能夠賺取的競

爭性實質工資率。假若某人被授予這個漁場的獨佔權，那麼漁場的使用率

將會是多少呢？儘管這人有權獨佔這個漁場所有收入的權利，但他仍須繳

付市場工資給負責捕魚的漁民，否則便沒有漁民願意在這個漁場裏工作。

因此，我們亦可把這條工資線視作僱用漁民勞力的邊際成本。為了使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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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最高，那入會僱用 OL* 單位的渔民勞力，均衡點 E* 點符合「 MP=MC 」

的生產效率，亦同時確保總經濟租（即圖中的AE*W 部分戎BCE*W 部分）

是最高的。

MP, AP 

A 

B 

w 

。 勞力

Q*L Q**L 

46 
MP 

【圖 3. 1 公有產權】

為了更具體地明瞭界定獨佔權所帶來的利益，讓我們從相反角度再

次探討漁場的例子。設那人被剝奪該漁場的獨佔權，任何漁民均可以在該

漁場作業，而彼此間亦狐權排斥任何人在漁場捕角。另外，一般而言，—

件沒有獨佔權的資源通常也不會擁有轉讓權，這是因為沒有人會願意就—

件沒有獨佔權的物品進行交易。因此，獨佔權的不存在即意味著這個漁場

是一件「公有產權」。

然而，若果洵場—旦成為公有產權，渔民勞力的投入將不會再俸留

在 OL* 的數量。當 OL* 單位的漁民勞力同門進入渔場作業（注意：－個非

獨佔的漁場將倉吸引渔民們同時間遮入亞作業，而不是在邊際上的持續進

入，這是因為沒有任何漁民有排斥他人同時在該涯場作業的獨佔權），

漁民們平均分享得到的實質收入是 OB 的產量，而這個收入遠高於他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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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生產選擇所能賺取的實質回報 "w" 。由此可見，目前 OL* 單位的漁

民勞力投入並非處於均衡，因為（正值）經濟租的存在將會誘使更多渔

民進入這個非獨佔漁場作業，而漁民的數目將不斷增加直至經濟租完全消

失為止，即

AP=AC 

而 E** 點將會是這個情況下的均衡。顯而易見，公有產權具有以下數

項特色：

1. 當渔場是私有財產時，其使用量取決於邊際等同原則，即

MP=MC 

總經濟租因而得以達致最高。然而，當—件資源是公有產權時，其

均衡使用率將由平均等同原則來決定，即

AP=AC 

而總經濟租則會降至零。這均衡代表著公有產權往往也會被週度耗

損。正如圖 3. 1 所示，由 O* 至 Q ** , MP 低於 MC, 顯示整體社會

出現效率損失（見圖中灰色部份）。

?. 當勞力投入仍在 0/ 的單位時，總經濟租仍得以保持正值，即 AE*W

部份。倘若那漁場是私有產權，這筆經濟租將會是獨佔收入。在爭

奪這筆經濟租的過程當中，人們必須透過放棄金錢資源來出價競

投，亦即所謂『價格競爭』。在均衡裏，漁場的市場價格必定等

同其資本價值，亦即漁場所有的經濟租會被資本化於市價上，而漁

場本身的使用價值亦得以保持為正值。在價格競爭過程中，由於整

体社會無須放棄任何生產資源，故此浪費並沒有出現。這是囚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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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並不能充當生產的任何投入因素，所以其本身既不具有生產力，

亦沒有其它具生產力的用途。

然而，當漁場一旦變成公有產權，漁場的經濟租將會變成一筆非獨

佔收入。異上述的情況相反，人們將會放棄非金錢的生產資順（在

此情況下便是勞力）去競逐這筆經濟租。這就是經濟學上的『非

價格競爭』。在這情況下的均衡，人們將發覺他們所獲取的那筆經

濟租，剛好相等於他們所放棄的非金錢資源之價值。渔場本身的租

值被人們所放棄的生產資源完全抵銷，其淨值因而降至零。這過程

在經濟學上稱為『租值消散』。

租值消散是指在非價格競爭的過程中，參與競爭者無法以淨值為基

礎抽取任何非獨佔收入。

在交易費用不存在下，租值消散意味著—些具生產力的資源之浪

費。這是因為除了非價格競爭之外，作為另—種競爭模式的價格競

爭不但羆須參與者在競爭過程中放棄生產資源，更能確保資源的價

值不致被消散。經濟學上，因租值消散而導致的浪費亦是社會損

失。

3. 假若一件資源的價值可以隨時任人抽取，那麼沒有人會有意圖透過

節省現時對資原的使用藉此來增加未來的收入。換言之，由於缺乏

私有產權的保障，即使投資有所回報，也難以確保回報得以獨佔，

故此人們甚少會投資在公有產權，他們追求最高數值的是當時收入

而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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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在獨佔權存在的情況下，—件資源的使用價值不會被消

散，而這筆使用價值正就是界定—件資源的獨佔權之利益。當收入

的獨佔權被清晰界定後，生產資源便不會被浪費。圖 3.2 將以表列方

式再次顯示上文所用的一套邏輯，而我們亦會再次應用這個儸輯於

下—節探討價格管制的課題中。

入

r
V

胡
l
古

癲

經濟租（預期收入）

l 

入收

1

言
佔
i
獨非

價格競爭·人們放棄金錢資源
（不具生產力的資源）來爭奪物品

+ 
金錢庄成本以金錢資源為量度單位，

金錢本身不具其它生產用途

+ 
金錢價格在邊際上充份反映物品的價值

+ 

非價格競爭＇人們放棄非金錢性但具生產力
的資源（如生產因素和時間）來爭奪物品

+ 
非金錢性成本 以有價值的資源為量度單位，而這

些資源本身具有其它生產用途。

+ 
非金錢價格在邊際上完全抵銷物品的價值

+ 
租值消散

+ 
價格機能確保物品的價值不會被生產資源所抵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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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價值得以保存 物品的淨值降至零

臺定峩_f; , fil tilf消散晏指在涉價格翌孚過程中，參芻翌孛者
無法以淨儋爲塞症資源裏抽放在fiil埗獨祜收入。

【圖 3. 2 價蓀熬赤僙蓀疣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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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價格管制

定義上，價格上限是指賣者售賣—件物品時被指定可收取的最高價

格，而—個有效的價格上限必須低於市場均衡價格。如圖 3.3 所示，一件

物品的市場需求和市場供應決定其均衡價格和數量分別為 P* 及 O* 。假設

政府在了的水平向适件物品的售賣實行價格上限，需求量會因而上升，但

供應量卻下降，形成 Qd-Qs 的超額需求，使這件物品在市場裏出現短缺。

傳統經濟學對此有兩個結論．

7. 市場因未能達致清銷水平而處於非均衡狀態。

2. 非價格競爭的調配方法便會出現，例如(a)先到先得、 (b)排隊輪侯、

(c)抽籤和(d)選美等等。

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上述兩項結論的用途明顯不大，我們

不能視之為可被驗證含意。—般而言，—個可被驗證的含義必須具各以下

兩大特質：

7. 可被觀察

在經濟學分析裏，均衡和非均衡既不能被觀察得到，更不可以在現

實世界裏給我們直接看到。定義上，當需求量相等於供應量時，市

場均衡即達致。然而，由於這兩個數量牽渉主觀意願的反映，所以

兩者皆不能被客觀觀察。因此，均衡只是在經濟學理論世界中的其

中—個概念，其作用是向我們指出探討中的情況已穩定而又沒有作

出改變的趨勢。例如在—個多人的純交易模式裏市場均衡的概念謨

我們明白到物品最終的調配情況。我們所關心的是現實世界中物品

最後的調配情況，而不是現實世界本身穩定與否（事實上『穩

定』本身是雞以被觀察需到的），均衡的達致意味著整個分析將

近尾聲，而我們亦能夠從中引申結論。故此，一個以非均衡作為其

總結的分析只顯示該分析的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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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3. 3 有效價格差剷約．影擎】

2 可被推翻

假設有—命題指出 A 的出現將導致 B 或 C 或 D 或 E 或 F 或等等·的

出現，這個命題是無助於解釋行為的。箇中原因是命題的『後項』

部份差不多列出所有可能發生的結果，以致命題不可能錯，它是套

套邏輯。由此可見，傳統經濟學就分析價格管制所得出的第二個結

諭（在任何情況下）不但無法被推翻，更不能讓我們真正了解到

價格管制對市場的影響。（注意：倘若某命題以『A 的出現曾導

致 B 、 C 和 0 的發生』這種形式出現，邏輯上，它是可以被推翻

的。）

由此可見，傳統經濟學對價格管制的分析並未完整。現在，就讓我

們再次應用圖 3.2 所列出的邏輯來引申—些有意義的結論，以完成整個分

析。如圖 3.4 所示，當價格上限被定於戸時，供應量會因而下降至 Os 。這

件物品相應的邊價價值是 OP', 而這筆邊際價值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部份

首先是 0戸，這是一筆會引發價格競爭的獨佔收入，即消費者必須放棄金

錢資源才可獨取這筆收入，而他們所付出的金錢成本將會等同於這部份 OP

的邊際價值。由於整體社會在這個價格競爭過程中稠須放棄任何具生產力

的資源，故此媯部份的價值仍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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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部份的邊際價值 PP' 卻是一筆會引發非價格競爭的非獨佔收入，

在獲取這部份（了P') 的價值的過程中，消費者必須放棄一些非金錢資
源，例如排隊輪侯的時間資源。在均衡裏，以時間價值來計算的非金錢成

本將等同於這筆非獨佔收入。由於整體社會最終需要透過放棄具生產力的

資源來獲取這件物品，故此上述那筆非獨佔收入剛好被整體社會所付出的

非金錢成本所抵銷，以致這件物品的淨值下降至零，出現租值消散。

P 

s 
P 

E` 

_P0 

Q 

【圏 3. 4 價褡护剩下矽玲衡】

上述分析主要可以得出以下三大結論·

7. 雖然—個有效的價格上限能夠成功降低物品的金錢價格，但同時卻

使其邊際價值和金錢價格出現差距。這部份金錢價格無法反映的邊

際價值（即非獨佔收入）將會引發非價格競爭。致使消費者需要

同時付出金錢以及非金錢兩種成本才可獲得該件物品。最終，消費

者所付出的『完整』成本將會較沒有價格管制時所須繳付的為多。

2. 在價格管制下，物品的邊際值將會等同於『完整』成本（即金錢

戌本與非金錢戍本的總和）。完整成本使需求量與供應量得以等

同，最終讓市場能夠在 E' 點達致均衡（見圖 3.4) , 取代舊有的 E

點。由此可見，當金錢價格—旦無法使市場清銷，非金錢價格將隨

之而起，讓完整成本清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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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縱使價格管制會產生非價格競爭（例如排隊輪侯、暴力、~擁、交

通擠塞等），可是這並非代表市場出現短缺。相反地，非金錢成本

的存在令短缺消失。

枝節討論 3. 1 缺乏與短缺

缺乏的出現是由於在機會成本為零下，資源的供應量不足以滿足人

類無窮無盡的慾望。它是—個被式斷為在任何經濟包括—人經濟均

須面對的普遍現象。由此可見，—件物品之所以出現缺乏乃是因為

在機會成本為零下，消費者不能夠獲取足以滿足他們所有慾望之數

量。如下圖所示，在機會成本為零下，當消費量少於 O** 時，這件

物品便是具缺乏的物品。

短缺所指的則是在某特定價格下，需求量多於供應量，這是因為金

錢價格被定於較其均衡值為低的水平。這是—個只能在市場經濟中

出現的市場現象。最有效解決短缺的辦法莫過於將金錢價格提高。

如下圖所示，當價格為 P 時，短缺便會出現。然而，當價格得以由 P

上升至 P*' 短缺便會消失。

總上所述，缺乏的產生乃由於「相對地太少數量」，而短缺的出

現則由於「相對地太低價格」。故此，前者是一個 ＇數量＇問

題，而後者卻是—個＇價格＇問題。

`3 ,5 

P 

D s 

_P 

。

Q** 
, Q 



個體經濟學 第三章：慣格管制

54, 

一個有效的價格上限在使交易量萎縮的同時，不但會導致邊際價值

高於金錢價格，而且亦會為消費者帶來非獨佔收入。買者之間囚而需要進

行非價格競爭，導致需求量方面出現租值消散。那麼，一個有效的價格下

限又會構成什麼影響呢？—如上文所迟，交易量亦會因而萎縮，可是，價

格下限卻會導致金錢價格高於邊際成本，為賣者們帶來非獨佔收入。故

此，賣者需要利用非金錢資源才能招徠顧客，以致供應方面出現租值消散

的情況。本港的計程車行業便是價格下限的典型例子。在經濟衰退的環境

下，現時政府對計程車車費的管制明顯是一個有效的價格下限。計程車司

機須較頻密地駕駛著空車子在市場尋找乘客。即使司機每次成功招徠—位

乘客，他同時亦必須付出數額等同於那筆非獨佔收入的汽油油費，以致所

有租值全數被轉化為非金錢（汽油）成本。

租值是成本。上文的分析指出租值會轉化為成本。然而，租值最終

究竟會轉化為哪類型的成本呢？非金錢成本抑或是金錢成本？這個問題的

答案乃取決於產權制度。一件擁有私有產權的物品，租值將會悉數轉化為

金錢成本。相反，若該物品是一件公有產權，其租值便會轉化為非金錢成

本。

3.4 理論的應用：香港缺乏製造業工人嗎？

大概十年前，香港的輿論界曾經就本地製造業的勞動市場同時出現

過個完全相反的闡釋。就需求方面，僱主頻頻聲稱他們正面對著嚴重的勞

工短缺問題；相反，就供應方面，工人卻投訴他們無法找到足夠的工作。

可是按邏輯而言，上述兩種觀點是不可能同時成立的。更為重要的是倘若

製造業勞動市場真是出現短缺的情況，根據我們上文分析所得，非價格的

調配理應應運而生。然而，這種情形卻未曾出現過，至少我們還未觀察到

因為僱主要爭取工人而出現排隊輪侯、暴力甚至黑市交易。更令人費解的

是在政府沒有在製造業勞動市場實施有效工資率上限的的情況下，勞工短

缺怎可能長期出現呢？事實上，本港僱主大可以增加工資率，藉此剌激勞

動市場的供應量，可是，為什麼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呢？



個體經濟學 第三章：價格菅制

為了解開這個吊詭，我們必須小心考察所有相關的局限條件，尤其

是那些香港僱主所面對的局限條件。自從中國大陸在 7978 年實行對外開

放政策後，香港的廠商得以在內地各個經濟特區設廠生產。其中—個吸引

港商將工廠北移的原因就是內地的廉價勞工。這是因為內地的龐大勞動人

口使其勞動供應在特定的工資率下幾乎達致無限。圖 3.5 中的 SHK 及 Sc 曲

線分別代表香港廠商在本港及內地所面對的勞工供應曲線。

w 

SHK 

E 

Sc= ST 

。

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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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總蓋旁工方椽玲衛】

為了找出答案，首先我們要把兩條供應曲線橫向相加，即是把相關

的邊際成本由小至大重新排列一次，從而得出一條總勞工供應曲線，即圖

中的 ST 曲線。總勞工供應曲線與勞工需求曲線相交而決定均衡工資率和總

勞工就業水平分別為 w' 和 Ld 。而 Ld 這個數量實際上是由兩大部份所組

成， 0-Ls 以及 Ld-Ls , 兩者分別代表本港和內地的工人就業水平。

上述的分析讓我們明白到當年香港製造業勞動市場的情況。明顯

地，香港的僱主從未面對過勞工短缺的問題。當工資率為 w'( 即中國大

陸工人的工資率水平）時，港商在本港勞動市場聘請不到的數量可以從

內地工人補充。總體而言，勞動市場的均衡點應在 E 點，而香港僱主的而

且確未曾面對過勞工短缺的情況。這—點解釋了為何香港可長期維持低工

資。然而，單就本地製造業而言，在工資率為 W' 的情況下，本港的確出現

勞工短缺。或許本港的廠家並無故意撒黯（事實上，他們經常強調｀｀香

港＂勞工供應出現短缺），但是我們卻可以肯定這個勞工短缺的問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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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真正地影響過他們。正因為廠商們還有聘睛內地工人的選擇，他們才不

會急於增加本港工人的工資率去解決他們口中｀＇本地＂勞工短缺的問

題。

另—方面，在工資率高於 w' 的本港製造業工人確是無法找到足夠工

作。若果本地工入頤意削減他們的薪酬，他們仍會找到足夠的工作。失業

意味著市場出現過剩，而解決過剩最直接了當的方法就是削減工資率。

56 

3.5 價格管制與資源調配

價格管制往往衍生以下兩種經濟浪費：

1. 非價格競爭過程中，租值消散所產生的生產資源浪費（見圖 3.6 陰

影部份）。

2. 另一部份的浪費乃是那些尚未被抽取的社會利益。如圖 3.6 所示，若

果資源被投放在 0*-05 產量的生產，它們為整體社會所帶來的總社會

價值將高於這些資源本身最高價值的其它用途。然而，由於受到有

效價格上限所限制（產量隨之由 O* 萎縮至 Os) , 整體社會因而無
法獲取這筆（社會）利益（見圖中的三角形部份 ABC 〕，這就是

價格管制所引致的效率損失。
P 

s 

_P0 

D 
Q 

【圖 3. 6 f.D. 儀消教】



個體經濟學 第三章：價格管制

由此可見，非價格競爭衍生『無效率』。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買

者卻會故意將價格定於較均衡價值為低的水平，使非價格競爭出現。雖然

這種定價方式明顯會為賣者帶來收入上的損失，可是局限下榎大化的假設

卻意味著，這些定價方式必定有利可圖，即賣者能從中獲取某些得益。其

中一個可能的得益，就是減低買者的訊息費用。例如，一些樓宇發展商在

全面開售整個樓盤前，往往會先把一小撮單位以偏低的作價推出市場發

售。這類單位通常會吸引到—批準業主排隊輪侯。這種非價格的調配方法

某程度上能夠向發展商提供—些有價值的市場資訊，例如市場需求，因而

大大減低他們的尋選成本。另外，賣者故意減低產品的價格，目的可能是

利用排隊輪侯購買的人龍替產品本身作宣傳，減低賣者的廣告成本。若果

非價格競爭的出現是為了減輕交易費用，租值消散及經濟浪費便不會出現

了。

根據『適者生存』的原則，在一個激烈的競爭環境裏，弱肉強

食，只有『最適者』才可得以生存。就經濟學而言，這些適者必定同時

是在局限條件下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的人。因此，競爭某程度上能夠確保

個人行為合符極大化的原則。然而，從社會角度而言，競爭未必同時保証

效率必然得以達致。上文分析指出，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只有價格

競爭才是有效率的，這是因為價格競爭能夠耗費最少資源而將物品分配到

擁有最高價值的使用者。非價格競爭不但導致租值消散，更使到資源調配

進—步偏離柏利圖條件。除非非價格的分配方法是由私人自願地採用，藉

此降低交易費用，否則相關的競爭必定是無效率的。

3.6 價格管制與供應行為

事實上，價格上限的實施往往不只會影響價格和交易量。賣者很少

會消極面對價格管制。為了將財富的損失減至最少，賣者會各出奇謀，採

取不同的方法避免受到價格管制的影響，以下就是一些典型例子：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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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調整質量

賣者可以透過降低產品的質量，藉此將無法獲取的價值減至最少，

而此舉亦會同荇將邊際價值降低至金錢價格受管制之水平。例如政

府對計程車行業實施車資上限，司機對待乘客的態度因而變得惡

劣；又例如汽油價格上限的實施會促使油站的服務模式轉為自助形

式；傢具的售賣—般也包運送，價格上限下，賣者將收取搬運費從

而將這筆費用轉嫁回消費者身上。上述各種質量上的調整導致市場

供應及市場需求同時下移。如圖 3. 了所示，新的均衡點落在 E" 點，

而在交易量 Q'' 邊際價值回落至與金錢價格相等的水平。最後，由

於非獨佔收入不再存在，買者之間亦不會進行非價格競爭，致使租

值消散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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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3. 7 奮量葯下降】

顯而易見，一個有效的價格上限將導致市場裏產品的質素整體下

調。而在—個產品質量原先差異頗大的市場裏，價格上限的實施將

使參差不齊的質量下調並漸趨一致。有效價格上限定得越低，產品

質量的差異將會愈為收窄。最嚴重的清況莫過禁制貿易（即等同於

將價格上限定屄零）。當貿易也被禁止時，產品的質量將會變得劃

—，以致毫無變化。香港的捐血活動便是一個好例子。由於政府不

許血液買賣，禁止人們賣血以賺取回報，故此紅十字會往往無法收

集到一些罕有血型的血液，更甚者是有時還會收集到帶有病毒的向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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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機能其中—個明顯繻徵就是市場本身讓質素不同的產品以不同

的價格同時在市場並存，以致市場裏出現各式各樣的產品。然而，

當有效價格上限使價格機能無法正常運作時，市場就檯有可能出現

『劣質（物品）驅逐優質（物品）』的情況，以下便是—例。

在 7995 年年初，香港政府引入十元硬幣以取代十元紙幣。然而，政

府該年的措施卻剛巧碰上農曆新年的來臨。當時十元紙幣和十元硬

幣在人們心目中的價值並不是相同的。就已婚夫婦而言，十元紙幣

的使用價值較面值也是十元的硬幣為高。原因是前者可以在農曆新

年期間充當利是錢。由於兒童對紅封包的態度是厚『軟』（紙

幣）而這『硬』（硬幣），所以已婚成年人便覺得載有十元紙

幣的紅封包對小孩子們較為吸引。然而，在市場裏十元紙幣和十元

硬幣的交易價值相同，亦即是説不論使用哪種貨幣〔紙幣或硬

幣〕，消費者在市場上購物仍須繳付相同的名義價格。『劣幣驅逐

良幣』的現象因而發生，作為交易媒介的十元紙幣會在市場上逐漸

消失，我們購物時所用之找贖多以十元硬幣而不以十元紙幣。上述

這個現象—直維持至該年的農曆新年結束為止。農曆新年過後，十

元紙幣和十元硬幣的使用價值回復相等，良幣與劣幣之分亦隨之而

消失。

更為頌著的例子是兩種曾同時在中國大陸並行的貨幣 人民幣與外

匯券（第一冊第八章 8. 1 節亦曾討論這個課題）。儘管人民幣和外

匯券面值相等，但是後者可以兑換外幣的特性卻使其購買力高於前

者。在北京，由於政府嚴格就行對兩種貨幣無差異使用的規定，故

此，人民無論使用哪種貨幣，他們仍須為相同的產品繳付相同的價

格。因此，柊價機能便無法在兩種貨幣之間得以正常運作，是故外

匯券在北京流通程度沒有如此廣泛。相反地，在廣州，使用外匯券

（良幣）的市民卻可以討價還價，在購買相同產品時往往能繳付比

使用人民幣（劣幣）者較低的價格。由此可見，價格機能充份運

作保證這兩種貨幣得以在市場上同時並存為交易媒介。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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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方式的轉變

例如某業主為了彌補有效租金上限所帶來的預期損失，他可以要求

新租客繳交所謂『鑰匙費』來換取單位大門的門匙。而該筆『鑰

匙費』是—筆不予退還的款項，而其數額乃是將租金上限所帶來預

期損失貼現並加總。倘若市場的租金水平為每月 $3,000 , 但租金卻

被限制在 $1,000 的水平，那麼菜主所損失的 $2,000 市場租金將會被

資本化而成為『鑰匙費』。倘若租金上限的措施是永久地推行，

而利率為 10% , 由所有未來租金損失貼現並加總的『鑰匙費』便

是 $20,000 。

3. 交易本質的轉變

假若政府於原料的售賣實施有效價格上限，原料供應商可透過將本

身的企業跟下—個生產程序的企業合併，從而避免受到政府此項政

策所波及。這是因為垂直合併使原料的交易不再在市場上外部進

行，而是在（合併後的）企業內部進行。顯而易見，原料供應商

此舉乃將交易由產品市場轉往為生產因素市場中發生。—個更為具

體的例子就是香港實行強制性公積金所帶來的影響。由於政府禁止

僱主透過削減工資來替員工的強禮金供款，故此這項政策形同在勞

動市場實施一個有效的工資下限。囚此，—些僱主會與員工重新訂

定合約，使後者轉為自僱人仕，僱主因而無須為員工供款。

3.7 界定獨佔權的成本

界定—件資源的獨佔權不但能保証租值消值不會出現，而且更可以

使該件貨原的（正數）使用價值得以保全。這是界定獨佔權的得益。然

而，獨佔權的形成本身絕非免費物品，而是需要牽涉到資源的放棄。明顯

地，一個人要阻止其他人使用一件資源，他本身必須放棄—些資源，用以

界定以及保障該資源的使用範圍。這些界定使用範圍的成本在獨佔權形成

的過程中是不容忽視的，海洋往往是闡釋這類成本的常用例子。由於海洋

裏的游魚之地域流動性痙高，故此界定海洋獨佔權所牽涉的成本往往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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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大。正因如此，大部份海洋，諸如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對捕魚船

隻的阻攔是十分有限的。另一個例子就是共用品，其具有消費非排他性的

特徵。由於人們可以同時使用這類共用品而不會減少各使用者之消費價

值，坐順風車問題應運而生，令為共用品界定獨佔權的成本來得顯著（但

並非絕不可能形戍），本書第五章將會再詳細探討共用品這—課題。

由此可見，若果—件資源的經濟租被貼現之總和低於界定和保障其

使用範圍之成本，人1門會索性使之成為公有產權，任人無限制地使用。然

而，儘管我們指出公有產權會被過度耗損，但卻不能視它為無效率的。這

是因為整體社會並沒有其它（比將這件資源變戍公有）更好的選擇。倘

若這件資源被強行轉變為私有產權，整體社會反而會蒙受損失，而損失的

數額則相當於這件資原經濟租的總貼現值和界定及保障其使用範圍所需成

本之相差。既然社會己經在交易費用的局限下將這件資原的利益推致最

高，這公有產權的存在依然能滿足柏利圖條件。

公有產權所引致的租值消散使資原淨值降至零。由於獨佔權的界定

有時牽莎昂貴的成本，故此政府往往以直接的規管某程度上減低這些租值

消散。比方説，為了將公園（為一件公有產權）所帶來的租值消散烕至

最／」＼，政府可以制訂—些法例來約束人們對公園的使用。例如法例規定公

園的所有花朵是嚴禁採摘的，否則違例者將會被撿控。由此可見，除了完

整的獨佔權外，作為另一種減少租值消散的方法，法規管制主要透過政府

有形之手直接控制某些資源的使用率。只要相應的行政成本（是—種交

易費用）低於所降低的租值消散，法規管制仍可視為限制有價值資源被

過度琵損的有效方法。

在—個 LL公有＂的渔場裏，一位渔夫進行捕角亦即同時意味著其

他漁夫魚獲的減少，但是前者卻甚少會補償後者的損失。由於市場交易並

不存在，這些公有產權所帶來的負面界外效果因而無法得到補償。故此，

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便出現分歧。但從另—角度看，公有產權意味沒有任

何人擁有就界外效果要求索償的權利，故此私人成本始終沒有與社會成本

產生分歧。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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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黑市市場與貪污

價格管制未必一定會導致非價格競爭，某些情沉它可與隱性的價格

競爭並行。倘若價格管制的執行並不完善，消費者可透過在里市市場進行

非）去交易而獲得物品。由此消費者便無須放棄非金錢資源，而只需繳付金

錢價格便能獲取所需之物品。然而，由於龐大交易費用的存在，黑市市場

的金錢價格往往低於自由市場的價格。概念上，前者應相等於邊際價值減

去每單位交易費用。

另一個可能就是價格管制使經濟租轉移到＿些特權人士的手上。例

如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官員往往獲授權分配那些受制於有效價格管制

的物品。在這些國家，由於法治的執行尚未完善，消費者因而必須以同等

數額的經濟租來賄賂官員，才能成功獲取所需之物品。這類『走後門』

的交易使消費者無須放棄任何非金錢資源也能獲取物品，相應的經濟租亦

會透過賄賂的方式而成為官員的獨佔收入。

以政府官員控制分配權來實行價格管制往往會導致貪污。貪污是權

力的非広轉讓。個若官員本身並沒有該資源戎物品的分配權，他們是無示

將之非法轉讀的。根據高斯定律，貪污亦不會萌生。因此，我們不難發現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裏，政府官員均欲實行價格管制，藉此取得分配資源的

權力。在經濟學上，這種活動稱為「尋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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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公有產權的收入是非獨佔的，故此非價格競爭會出現，租值消散

隨之而起，使非金錢資源完全抵銷公有產權的租值，而相關的完

全競爭均衡 "AP=AC" , 意味著公有產權的總租值降至零。

由於無法取得正值的回報，故此人們絕少會在公有產權上進行投

資。

D 有效的價格上限將會導致邊際價值高於金錢價格，而金錢價格無

）去反映的價值是—筆非獨佔收入，並會消散於非價格競爭過程

中。均衡時，物品在邊際上的價值等同於完整成本（即金錢以

及非金錢烕本之總和）。若把非金錢成本也—併考慮，消費者

會因價格上限的實施而須付出更多的資源才能獲得物品。

D 租值消散是指在非價格競爭過程中，參與競爭者無法以淨值為基

礎從資源裏抽取任何非獨佔收入。

D 倘若資源的調配取決於價格機能，市場價格便能夠在邊際上充份

反映其價值。由於資源所有的價值受到私產所保障而成為資源擁

有者的獨佔收入，故此價格競爭能夠確保租值消散不會發生。相

反，假若資源並非透過價格機能來分配，其價值將會是非獨佔收

入。人們需要放棄非金錢性但具生產力的資源去獲取所需之物

品，這過程稱為非價格競爭。均衡時，物品的價值被非金錢資

原完會抵銷，令它本身的淨值降至零。

D 倘若界定某資源的使用範圍之成本高於其資本價值，人們便會索

性讓它成為公有產權，但這卻符合柏利圖條件，原因是整體社會

並沒有更佳的其它選擇。顯而易見，在交易費用的局限下，入門

巳經巳抽取最大的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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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原理

4.1 轉讓權

我們將於本章中回答兩條問題： 1)公司為何出現？和 2)公司的本質

是甚麼？在未正式回答此兩條問題前，我們先探討形成轉讓權的利益和成

本，它跟本章我們要探討的課題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件物品附有轉讓權，它可以任何形式出售。轉讓權的存在有很多含

義：對個人而言，因轉讓權令物品的擁有者有可能因出讓物品而得益，物

品的價值便會相應增加。上幾章中我們所討論的外匯券和人民幣中，外匯

券因可轉讓為其它外幣，是故增加其購買力之價值。另外，基於可出讓這

一選擇的存在，轉讓權提高了使用物品的成本（但這並不意味是一件瓌

事）。

從社會角度而言，獨佔權的存在令資源擁有者充份利用資源，但畢竟他未

必是社會成員中最高價值使用者，轉讓權暗示價格機能的運作，它可讓資

源落在最高價值的使用者手上，從而令社會抽取價值的相差，這些貿易的

得益正正是形成某資源的轉讓權之得益。

除此以外，轉讓權可透過以下兩個方法降低交易費用：

1. 轉讓權促使價格競爭，降低交易費用。如中間人為從對手手中爭取

更多顧客，他們往往降低其服務費（交易費用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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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讓權確保選擇的自由，令迫行遵守合約的成本降低。由於轉讓權

的存在令任何悔約行為有機會引致長期合作關係的終止，這種潛在

的威脅令貿易雙方依約而行，迫行遵守合約成本便得以大大下降。

明顯地，人們均喜歡他們所擁有的資產附有轉讓權。可是，例外的

情況是有的：如在私有產權制度下，人們有時會「局部」將本身暫時割

讓與一間公司，容讓公司的掌權入以有形的手指揮他們生產。換言之，人

們有時會自願放棄本身人力資源的轉讓權，不用價格機能指導其行為，而

代之而起以公司的強制性指令指揮其行為。那麼，這是否意味依賴價格機

能指導行為在某些情況出了毛病？下—節裏，我們將探討使用價格機能調

配資源的缺點。

4.2 使用價格機能的成本

價格機能作為協調資源的手段，它主要依賴價格訊息這一無形的手

指導資源調配，其主要特徵是以從量基礎直接向產出定價。跟其它經濟物

品相像，價格機能本身不是免費物品，牽涉顯著的交易費用。總括而言，

有以下四種交易費用：

1. 交易費用（狹義的界定）

抉策者若透過市場機能獲得—張木椅，他要直接接觸個別生產資料

擁有者如木材生產商、鐵釘供應商及木匠，跟他們進行議價和交

易，如圖 4.1 所示。交易數量為三個單位，倘若每單位帶來交易費用

$1' 那麼消費者得到—張木椅所付出的交易費用為 $3' 十個消費者

要木椅便要 $30 的交易費用，價格機能帶來的交易費用絕不便宣。



第四章 公司原理

資源擁有者<I 木材生產商
I 最終使用者 I 丨 鐵釘供應商

丨 木匠

【圖 4. 1 價格機能】

2. 資訊費用

要購買某物品之各構成部份，除了交易數量增加外，更重要的是消

費者根本對各構成部份毫不清楚。當消費者購買—部電視機，他對

電視機內部的零件是侗無所知的。一旦消費者須購買電視機內的零

件，他們為要增加認識所付出的資訊費用便相當昂費了。再者，消

費者亦必須明白電視機各部份之關係，否則他們便無法將各部份裝

崁成為—部電視機，是故所付出的總資訊費用根本就遠高於電視機

各部份資訊費用之和，由此可見價格機能所帶來的資訊費用不菲。

3. 量度費用

很多生產資料所提供的產出是不規則、多樣化、細緻與及難於事前

量化或預知的，由此量度費用便很顯著。就以家庭傭工為例，她所

提供的服務之多元化，要量化其產出如洗碟、洗碗、掃地和清潔梳

化是必須很細緻的，還要放棄資源計算女傭各方面之總貢獻，所付

出的量度費用絕不便宜；再者，如一些突發事件發生，需要傭工作

出權衡應變時，則如何量度其貢獻？如何定價呢？這一切一切若要

預先界定和客觀地量度，甚為費時。

4. 分辨貢獻的咸本

另一個採用價格機能的問題是：倘若生產有賴團隊工作才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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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又如何分辨各隊員的個別貢獻呢？價格機能並無任何機制指

導消費者作出分辨，這增加了資料擁有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議價成

本。

雖然價格機能將資源調配致最高價值用途上，但其運作牽渉龐大的
交易費用，包括貿易費用、資訊費用、量度費用和分辨團隊成員貢
獻之費用。

4.3 公司

價格機能所帶來的以上四種交易費用，令以私有產權為基的市場經

濟出現公司，公司依賴掌權人有形之手直接指揮資源，某程度減少市場機

能所帶來的交易費用，其節省費用之途徑如下：

7. 公司的出現大幅度減少交易次數和資訊費用。如圖 4.2 所示，公司將

最終使用者和生產資料擁有者分開，表面上交易來得間接，似較複

雜，但公司只需向生產資料擁有者進行—次交易，大量購買十個單

位產出所需的生產資料。結果，上例中總交易數量由三十個減至十

三個，大大減低了交易費用。另—方面，由於公司專事於交易，每

單位資訊可以與十位消費者分享，消費者不須個別尋找資訊（特別

是有關配件之資料），節省了大筆的資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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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擁有者

三－三二］
| 木匠 丨

［圖 4. 2 公司機紇】

2. 公司往往以一些與產出有正比關係的委託物（如時間）去量度工

人所作出的貢獻，這種間接量度貢獻的方法，剔除了由價格機能直

接量度產出之費用，也省卻了評價各員工貢獻的交易費用。比方

説，若公司支付員工的貢獻以時計，意即在員工投入生產前，巳議

定好—個工資值，這工資值購買了這員工在某段時間內（如一個月）的

貢獻，但仔細的貢獻並未在事前清楚指明。而日常的生產，則透退 69 

公司內部領導者被賦予的權力，指令式支配員工所作出的貢獻。這

委託物量度大大節省了預先釐定工序及其價格所付出的資源。

4.4 公司的交易費用

價格機能帶來昂貴交易費用促使公司的誕生，但這並不是説公司指

導資源運作便不帶來任何交易費用。公司的運用亦會產生交易費用，只不

過其類別不同而已。最明顯的就是監察費用，由於公司採用委託物間接地

量度工人的貢獻，工人貢獻與所得回報並非成正比關係，卸責的成本為

零。根據需求定律，卸責的行為便會增加，公司要令這班員工勤奮工作，

便不得不僱用—班監察員，輕策工人增加投入於生產中，是故公司所承擔

的監察費用遠比價格機能高。這説明了公司雖能節省量度產出的費用，但

卻增加量度投入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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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公司調配資源的機制缺乏自發性生產誘因，生產的進行賴以嚴

密的監管。因此，公司的監察費用很高。

另—種成本來自委託物傳遞檯度有限之資訊所導致的。透過使用價

格機能，資源擁有者可從價格訊息中充份獲知消費者喜好。可是，若使用

公司機能，則委託物無」云傳遞任何資訊予生產資料擁有者。我們試以珠寶

頸鍊為例，設消費者喜歡蛛寶頸鍊有以下兩個特徵

7) 每條頸鍊有十三粒殊寶。

2) 珠寶必須是紅色的。

在沒有公司存在下，最終使用者會直接接觸生產資料擁有者，以上

有關消費者喜好的資料會清楚地透過價格機能告知生產資料擁有者。公司

的存在將最終使用者和生產資料擁有者分開，最終使用者利用市價告知公

司他需的是甚麼；但公司擁有人卻以委託物（如月薪形式）支付資源擁

有者，並改以指令式直接指揮他們每—步的工作。由此生產資料擁有者可

全然不知消費者的喜好，增加了他們於生產中犯錯的機會。倘若公司錯誤

地提供黒色的珠寶而非紅色的珠寶予生產資料擁有者，由於他們對產品所

需恫無所知，他們並不會質疑該顏色，會依舊以十三粒為一串進行生產，

這便令最終產品不符合消費者原定之喜好，導致訂單被取消，這種生產中

犯錯的成本可在公司中來得顯著。因此，除了監察成本外，公司還須放棄

資源矯正因委託物傳遞過於稀少資訊而出現的失誤。

4.5 最優化公司規模

公司的出現，減少價格機能所帶來的交易費用，但卻增加了監察費

用和生產中犯錯的成本。公司的規模不斷擴張，所節省的使用價格機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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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費用便越高，但由於邊際報酬遞減，所節省的額外交易費用將不斷遞

減。換言之，公司擴大的邊際收益將持續下降，如圖 4.3 所示，邊際收益

曲線向下傾斜；另一方面，公司的規模越大，管理更加困難，監察費用會

以遞增幅度不斷上升，至使公司擴張的邊際成本曲線是向上傾斜的。在邊

際上，當減少使用價格機能所節省的費用等於相應之額外監察費用，亦即

公司擴張規摸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便是公司之最優化規模水平，此

最優化條件實現於圖中之 E* 點，決定了公司之最優化規模水平 F* 。

MB,MC 

MC 

MB 
。 公司規模

［圄 4. 3 公司之晨優北規祺】

4.6 公司的合約本質

上節清楚説明，市場和公司是兩種資源協調方法，兩者互相排斥，

當資源的調配依賴市場，公司數量便會減少；相反地，公司數目上升，則

市場的角色便被削弱，此消彼長。但直至現在，這種替代並未清楚闡明，

亦即公司的本質還未有一個完整結論。

由以上所述，公司的出現暗示市場的收縮，即．

[[ 公司取替市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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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公司不存在時，產品和生產資料市場的分別是摸糊不清的。就以街角鞋

童為顧客刷鞋為例，它屬產品市場或是生產資料市場需視乎是產出抑或是

投入被進行貿易。由於最終使用者和生產資料擁有者是直接接觸，只存在

—固市場。若我們所支付是針對擦鞋時所付出的投入勞力，所貿易的便是

生產資料，結果上例是—個生產資料市場交易，然而若我們所支付的是擦

得光亮這產出，最終物品才是其貿易對象，那麼，它是產品市場交易。所

以，上例可視作為產品市場或生產資料市場（但不可兩者均是，這是由

屄上例只得—個交易，亦即一個市場）。從最終使用者角度而言，公司

不存在E寺的所有交易可視作為產品市場交易。公司的出現分開了最終使用

者和生產資料擁有者，清楚地存在兩個市場，公司和生產資料擁有者所交

易的是純投入，因此是生產資料市場之交易，另一方面，公司與最終使用

者的交易的是最終消費，它是產品市場交易。明顓地，公司的出現令生產

資料市場數目增加而產品市場數目下降，因此我們可以上結譫改為公司的

出現意味

',̀  
生產因素市場取替產品市場

｀
、
＇
日

而市場暗示交易，而每—交易均牽5步合約，那麼，以上結論亦可寫

成：

[ 某一種合約取替另一種合約 ] 

換言之，公司的出現是—個合約替代效果。要注意的是這替代效果是在邊

際上發生的，亦即並非全有或全毌；而在私有產權下，支配著這邊際替代

的是交易費用。在下—章，我們會進—步探討交易費用和風險如何左右合

約的還擇。讓我們為公司作出較概括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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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一種合約安排的結合，當中依賴有形的手調配資源，其目的

是取替市場，藉以減低交易費用。

4.7 艾智仁的公司理論

公司的形式，不同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看法，以上所説的主要是高

斯和張五常的主張。而艾智仁卻有相反的看法，高斯和張氏認為公司的形

成，乃由於價格機能的昂貴交易費用，而公司裏以委託物間接量度產出，

減少了定價費用；但同時間，員工的卸責令監察顯得異常重要，公司的出

現，出現監察行為；艾智仁所持的卻是相反看法，為增加生產力，團隊工

作是必須的，但團隊工作多是平均地分配收入，員工的貢獻與收入不成正

比，卸責行為出現。結果，團隊必須僱用一個監察者，督導工作，於是公

司便誕生，監察的重要倒轉來令公司誕生。兩個説法對公司本質有相同的

觀點，但其形成的邏輯卻相反，而且後者強調團隊工作對公司形成的重要

性。本文分析，所採取的論説主要來自高斯和張氏的理論。

4.8 共產公司

在共產國家中，大部份資源均沒有轉讓權，因此市場並不會出現，稀少的

資源並非由價格機能所調配，取而代之是權力核心所指揮。囚此，整體經

濟之資源均由有形之手所調控，是故整個國家可當為—間超級大公司，各

地生產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了旨于軍，且以委託物間接量度工人的產出丶

是故帶來高監察成本和於生產中頻於犯錯。

然而，共產公司有很多地方與私產下之公司相異，當中尤為重要的

是：共產公司的形成是強迫性指令的結果而私人公司的形成則是自由選擇

的結果，後者顯然來得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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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價格的功能

在這最後—節中，我們將總結過往分析中所提及的價格之功能，概

括而言，共有三點：

1. 傳遞資訊

對個入而言，價格傳遞有關消費者之喜好予生產資料擁有者，指導

他們如何生產才達致最高收益；對社會整體而言，價格將資源傳送

至最高價值使用者手中，使社會資源調配符合柏利圖條件。因此，

價格提供訊息，減少資訊費用。

2. 協調生產、消費和交易行為

透過價格協調需求與供應，市場達致均衡與及符合以下條件：

p = MV A = MV B = ...... MC A = MCB = MC ...... 

這條件確保穩定的消費、生產和交易行為，且所有得益均達至最

高。

3. 決定競爭規則

價格的存在暗示私有產權。在私有產權下，其和解競爭的遊戲規則

是價高者得，價低者失。價格充分反映物品之邊際價值，令物品之

價值不致被具生產用途的資源所抵銷，是故此種競爭準則帶來最低

的租值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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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是—種合約的結合，內裏資源調配由有形的手指揮。公司

扮演著資源調配的協調功能，它的存在是為了減少價格機能調

配資源所付出的交易費用，這包括 1) 交易次數頻繁所帶來

的成本丶 2) 資訊費用、 3) 量度費用及 4) 分辨團隊成員

貢獻的費用。由於公司使用委託物間接量度員工的貢獻，大大

削減定價費用。然而，公司亦因此產生嚴重的卸責問題，監察

費用高昂。當公司的監察費用少於市場的使用價格機能之費用

時，公司便會出現。在邊際上，當監察費用等於使用價格機能

之費用，公司的規模便是最優化。

0 公司和市場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源調配的協調機能。公司依賴

權力核心之有形的手指揮資源調配而市場依靠價格機能之無形

的手指引資源。它們是不可共行的於同—資源中，因此，我們

可結論公司取替市場。由於公司的出現，誕生生產資料市場和

產品市場的分別，囚此亦可結論：生產資料市場取替產品市

場。市場暗示交易，交易暗示合約。所以，這個替代過程可視

為—種合約取替另—種合約。換言之，公司的出現是—個合約

替代效果，受著交易費用所影響。由此我們可總結：公司是—

種合約的結合，當中依賴有形的手調配資源，其目的是取替市

場，藉以減低交易費用。

0 街角鞋童刷鞋的例子屬產品市場或是生產資料市場需視乎是產

出抑或是投入在進行貿易。若我們所支付是針對擦輕時所付出

的投入勞力，所貿易的便是生產資料，結果上例是生產資料市

場交易；然而若我們所支付的是擦得光亮這一產出，最終物品

是貿易對象，那麼，它是產品市場交易。上例明顯指出公司的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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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令產品和生產資料市場的分別顯得模糊不清，所以，上

例可視作為產品市場或生產資料市場，但不可兩者均是，這是

由於上例只得一個交易，亦即只得一個市場。但若上例有公司

出現，它將投入之交易和產出之交易分開，公司和鞋童所交易

的是純投入，因此是生產資料市場之交易；另一方面，公司與

消費者所交易的是最終產出（鞋子被擇得光亮），它是一個

產品市場交易。明顯地，公司的出現顯示同時存在兩個市場：

產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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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用品與合約選擇

5.1 共用品

直至現時，我們所討論的市場失靈只包括壟斷和界外效果，本節我

們將探討最後—種市場失霆：共用品。所謂共用品，是指那些物品能供多

於一人消費而各人之消費價值並不因此而下降。故此，共有品具有消費非

排他四的特徵，令每單位共用品提供予額外消費者的成本為零。在未指出

共用品在市場提供的交易費用是何等昂貴前，我們先探討共用品的最理想

市場運作該是怎樣的。

就最理想市場運作而言，共用品跟私用品相約，均由供需決定產量

與價格，唯一不同的是其市場需求曲線。原則上，市場需求曲線是反映物

品的邊際社會價值，由於共用品的每單位可供多位消費者享用。因此，對

社會而言，每單位的共用品的價值是將各消費者的邊際償值相加，是故其

市場需求曲線是將所有消費者的 MV 曲線垂直相加而得出。設市場裡只得

兩入，他們的 MV 曲線分別由圖 5.1 的 MVA 與 MVB 顯示，要求得此共用品

為社會所提供的邊際價值，便應將該兩條 MV 曲線垂直相加，得出—條

MVT 曲線，它便是公用品的市場需求曲線。要注意的是由於 O' 後只得 A 君

對此物品還具有價值，故此，市場需求曲線自 O' 後便與 MVA 曲線吻合。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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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Q' 

Q 

【圖 5. 1 吳房，名葯方榜需衣海線】

當交易費用為零時，共用品的市場均衡可由圖 5.2 所示，設共用品每

?a l 單位之生產成本由 MC 所反映，亦即其市場供應曲線。根據最優化社會條
件是：

MV=MC 

相應的最優化社會產量是 O* o 

P 

MC=S 

Q 

【屬 5. 2 羔房品葯方jg」＃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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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共用品的消費並不會排斥其他人， A 君和 B 君的消費量應同為 O* 。

根據消費均衡．

P = MV 

故此，收取 B 君的價格應是 PB 而收取 A 君的價格應是 PA 。

以上分析，是假設了共用品在市場運作中的交易費用為零。可是，

事實上，這些費用卻是高得出奇。基於共用品消費非排他性的特徵，供應

者難以阻截其他人消費，「坐順風車」問題便來得嚴重，意即消費者很

容易在不須付出價錢的情況下得到消費物品之機會。這令界定使用範圍的

成本大大提高，令共用品的獨佔使用權無法形成。沒有使用權，該物品便

沒有轉讓權，因而貿易便不可進行，共用品便難於在市場供應和收取價格

了。典型例子是海中的燈塔，它對所有夜航船來説，有指引航路的功能，

但所有夜航船均會藉詞未曾接受燈塔服務而拒交費用，結果，燈塔的生產

者由於雞於收費而發覺無利可圖，停止燈塔服務，共用品便難於在市場進

行交易。那麼，這是否意味政府應在這情況下進行積檯干預，由税收所綱

的收益免費提供共用品呢？

由此可知，共用品鉺法在市場進行交易，是因為要使共用品產生私

有產權的交易費用過高，特別是清楚界定及保障獨佔使用權的費用。郊野

的風景對所有人均有價值，而各人共同欣賞風景並沒有影響彼此之閆的價

值，界外效果不存在，郊野風景是共用品。由於郊野地方容易接觸而消費

者可否認自己曾欣賞風景，要向「每單位」風景的欣賞收取費用，所付

出的交易費用往往令提供者望而卻步，典型的費用是如何界定所欣賞的單

位，用眼睛轉動的次數？抑或以時間為量度標準？再者，即使消費單位能

被界定清楚，計算欣賞的數量亦需要專入負責，一切一切的費用均令獨佔

使用權無法形成，使共用品難於在市場上交易。

可是，過往分析中我們曾指出從量定價只是眾多合約的其中—種，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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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者可採用另一些定價合約，藉以減低界定及保障使用範圍的交易費

用，局部形成轉讓權，從而令共用品在市場上交易。郊野擁有者可以用圍

牆將郊野與其他地方分隔，藉以限制自由進出，消費者如欲進入該郊區，

他們可支付一筆定額款項，便可入內隨意參觀瀏覽，這減低了郊野擁有者

界定使用範圍的費用，某程度上保障物品的使用權，保留了—點獨佔成

份。這樣，共用品便可透過另類合約在市場內進行交易，香港的海洋公園

便是一例。很多遊樂場，遊客進入均要付出—筆定額的款項，作為在內瀏

覽風景的代價；而遊樂場內的機動遊戲，因是私用品，容易界定使用範

圍，故另行採用邊際定價。

定額收費用於共用品在現實世界司空見慣，電映為共用品，因此用

戲院將電映的開放與外間隔絕。若觀眾要觀看，須購票付出定額費用，藉

以避免直接計算觀看之頻率。而戲院內所提供的食品，由於是私用品，便

可每單位收費。明星的外貌吸引，亦是共用品，要欣賞明星的表演的消費

者，可付定額費用進入戲院或演唱會觀看，演唱會觀看歌星的位置不同，

價值不同，定價費用不高下，演唱會主辦者會將座位分類，收取不同的價

格以獲取更高的回報，林林種種的定價形式都是在交易費用這一局限條件

下追求最高回報所產生的。

定額收費令共用品可在市場中提供，但亦因過量消費而導致效率損

失。圖 5.3 所示，在定額收費下，邊際價格為零，消費均衡暗示最優化產

量為 O*' 而其邊際價值則為零值，若邊際生產成本為正數，過度消費會

導致斜線部份的效率損失，這暗示某些現時資源應轉投最高價值其它使用

方法中。然而，若交易費用一併考慮，則該斜線部份並非一種社會損失，

只要單—定價下量度消費率之成本大過陰影部份，現時的定額收費已是最

佳結果，符合局限下極大化假設，與柏利圖—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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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MC 

Q血
Q 

I囿 5. 3 定該價洛】

5.2 零值交易費用與合約等同

上一節顯示審慎地選擇合約的種類可使交易伙伴的交易費用降低，

由此令貿易得以順利出現。合約的存在是要印証私有產權之易手。不同種

類的合約有著不同的收入支付結構及其獨特的極大化行為與相關的交易費

用。作為高斯定律的延申，若交易費用為零，不同種類的合約會有著相同

的最終資源調配和收入分配。我們將於本節以理論加以印証這一個命題，

而在下一節則指出交易費用為正值如何左右合約的選擇。

設某位作者擁有其著作的版權，而出版商擬將該作者的著作出版，

並簽定合約。現有多種合約可供他們選擇：時計合約、固定租金合約、件

計合約、收益分帳合約等等。為簡化分析從而得出概括的結論，我們將所

有合約粗略歸類為兩類：固定收入合約（當中包括時計合約和固定租金合

約）及變動收入合約（當中包括件計合約和收益分帳合約）。讓我們分別以例

子看看這兩種合約在沒有交易費用下對資源調配及收入分配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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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租金收入：固定收入合約的一種

在固定租金合約下，出版商支付一筆固定的定額費用給作者而生產量則由

出版商自主決定。圖 5.4 中， MR 曲線顯示售賣該書所帶來的邊際收益，

而 MC 曲線則顯示生產該書的邊際成本。根據生產均衡「 MR=MC 」，出

版商之生產量為 O*' 所收取的總收益是面積 AE*O*O 的。出版商會先將部

份總收入彌補其放棄之景高價值其它收入，而餘下的部份，即面積 AE*MC

便是支付作者之版費。由於市場存在多個有興趣出版該書的出版商，因此

現時的出版商必須將所有經濟租給予作者，否則，其他出版商便會競相爭

奪該版權。在完全競爭下，每人只可賺取競爭性回報，這是市場競爭的基

本特性。這情況下， MR 曲線同時反映該書本的邊際社會價值，因此這類

合約帶來有效的資源調配。

MR 

A 

MC仁---·--·-----------_____ -:--, 『

。 MR 
Q* Q 

［圖 5. 4 固定祺全合約】

收益分帳合約：變勳收入合約的一種

在收益分帳合約下，作者的收入來自瓜分總銷售收益的固定百分比，圖 5.

5 中， MRA 及 MRP 曲線分別顯示作者及出版商在收益分帳合約下的邊際收

益。傳統經濟分析指出這種變動收入合約導致資源調配失效，這是由於出

版商之邊際收益是 MRP 而非 MR' 是故其最優化私人產量只滿足下列條

件：

MRP =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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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的產量是少於 O* 的 Q' 產量，它導致效率損失，由面積 AE'E* 所表達，

由此傳統經濟分析指出收益分帳合約在資源調配的效率上遠遜其它種類的

合約。然而，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從下列三個不同的角度，我們均

可証明這傳統結論是完全錯誤的。

7. 交易理論：對作者而言，他最高願意支付給出版商以換取額外生產

量 0'-0* 之金額是面積 AE*FE'. , 亦即他可分得的額外收入；另一

方面，出版商相應所要求的最低補償是面積 E'E*F• 即額外生產之損

失。明顯地，這存在著潛在的貿易得益：面積 AE'E* , 因而誘使兩人

進一步簽定合約，所以最終生產量必然是具效率的 O* 產量。在私有

產權制度下，效率損失暗示潛在貿易得益之存在。根據極大化假

設，貿易是罕有地不出現的。

2. 價格競爭：於 Q', 出版商所賺取正值的經濟租為面積 BE'MC, 在完 巨工

全競爭下，這獨佔收入會誘使其他出版商以價格來競爭該版權，他

們會提供較大的分帳百分比予作者，而最終成功奪得版權之出版商

必是可令作者賺取相等於圖 5.4 陰影部份之面積，由此出版商是必須

生產至 O* 的；否則，他便不能徹底彌補其生產成本。我們可見最終

產量仍是有效地落在 O* 上。

MR 

MR 
Q 

【屬 5. 5 利潤夕、享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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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會成本：若以其它合約所賺取的收入作—比較，作者絕不會接受

—些回報少於固定租金合約的其它種類之合約，是故收益分帳合約

的出現，意味作者必定可收取不少於圖 5.4 陰影部份之總回報。故

此，最終產量必定是 O* 。

以上三個理由有力地指出在沒有交易費用下，合約並不能改變資源

調配及收入分配。而事實上，經濟學行內均視這分析結果為高斯理論的—

種廷申：

若沒有交易費用下，不論採用那種合約，最終資源分配（與及收入

分配）必定相同及有效。

亦即是在沒有交易費用的世界裏，合約的選擇只是一種隨機決定；

84 l 然而，現實世界裏充斥著林林種種的合約，我們深信各種合約的出現是因

為人們要降低交易費用。下—節我們將作—概論。

5.3 合約選擇與交易費用

不同種類的合約有著不同的收入結構，因而導致不同的穩大化行

為，由此出現其獨特的交易費用。我們再以 5.2 的例子作進一部的説明。

固定租金合約與監察費用

在固定租金合約下，作者可在銷售前獲雪固定的定額收入，其所得與銷售

結果不含任何關係。因此作者有很大誘因於寫作中卸責，作品的表現會很

參差。為了確保銷售，出版商須付出資源以確保作者書本之質素，因此監

察費用自不能倖免。事實上，監察費用（彧量度投入之費用）是固定收入合

約中最主要的交易費用。在前—章，我們也曾指出監察費用在固定工資合

約中是非常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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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帳合約與量度產出之費用

在收益分帳合約下，由於作者所得與銷售表現成正比關係，因此他是不會

卸責的；然而，出版商和作者均須放棄資源來計算銷售量，由此出現顯若

的量度產出之責用，再者，他們亦會討價還價以爭取更高的分帳比率，因

而議價費用亦不少，這些成本均會出現在變動收入合約中。我們在第七章

所討論的價格機能，也是變動收入合約的—種，當中牽涉為數不少的資源

於產品各配件之定價裏。另一例子是件計合約，當中量度產出之費用及釐

定件計價格之費用也是非常顯著的。

固定租金合約與風險分散

固定租金合約的收入結構顯示作者之收入是預先已定的，是一固定數值，

而出版商之收入則是浮動不定的，完全視乎實際銷售量的多寡。由於只有

合約的一方承擔所有風險，這種合約不能將風險分散。在合約簽定之前，

貿易雙方須付出資源尋選資訊，從而確定情沉。明顯地，這種合約不能分

散風險，不能從烕省資訊費用而得益。

收益分帳合約與風險分敞

收益分幀合約之收入結構顯示作者和出版商之收入均為浮勳不定，完全視

乎實際銷售量的多寡，貿易雙方須共同承擔風險，是故這種合約能成功將

風險分散，減低資訊費用，由此具有因風險分散而帶來的益處。

一般而言，收益分帳合約牽渉貿易伙伴間較長遠的合約關係，這種

干絲萬縷的關係較容易令貿易伙伴發生衝突，所以行駛這種合約較固定租

金合約昂貴，然而，收益分帳合約卻帶來風險分散的得益，為其它合約所

不及。這令合約選擇顯得異常複雜，而最終決定某程度上受交易之物品所

左右。如所交易的是一位享負盛名的作家之作品，那麼雙方應選擇固定租

金合約，該作者之名聲是銷售的保証，囚此雙方所承擔之風險較細。收益

分帳合約因分散風險所帶來的利益有限，而固定租金合約具有（交易）

成本優勢，故此它會被採用。換言之，若出版商與某經驗較淺的作者購買

版權，收益分帳合約會被採用，這是因為能從風險分散中得到較多的利
"'-L 

盆°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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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一個粗略的分析。現實世界中，我們可見的合約遠為複

雜，當中包括主條款及—些次條款，在經濟分析中，這是條款均是合作伙

伴極大化行為之結果，如為減低監察費用，酒樓老闆會容許侍應們收取小

費，由此讓消費者直接評鑑侍應之表現，提高他們的工作原勳力。

若固定租金合約應用於計程車司機租用計程車之個案中，計程車司

機會過份耗用計程車，這是因為額外使用計程車不會增加司機的成本。正

因如此，計程車車主為了減低補養費用，他們不會承擔汽油費用，藉而轉

嫁這筆費用予計程車司機，從而增加他們使用計程車之邊際成本。根據需

求定律，司機會減少計程車之耗用率。然而，在收益分帳合約裏，計程車

車主為了賺得更多收入，他會透過代為支付汽油費用鼓勵計程車司機駕駛

多些。當然，若計程車車主的額外收入之增加少於汽油費用，他便不會作

出這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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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第五章：共用品與合約選擇

D 若將高斯定律應用於合約選擇，當交易費用微不足道時，

合約選擇是—個隨機的選擇。無論何種合約，資源調配及

收入分配並無有任何分別，所有合約均符合柏利圖條件。

D 合約的種類可粗略地分為兩類：變動收入合約和固定收入

合約。下圖顯示這分類及它們的特徵：

價格機能合約收益分紅合約 件計工資合約 固定租金合約固定工資合約

~. 7 
變黝收入音灼 固定收入合灼

存在風險分散得益 不存在風險分散傳益

1) 量度產出的成本 1) 監察費用（量度投入的成本）

2) 議價成本 2) 生產犯錯成本

就產量而言，貿易伙伴間產生衝突。 就產量而言，貿易伙伴間不存在衝突。

D 某物品之市場需求曲線反映其邊際社會使用價值。共用品

是指能供多於一人消費的物品而各人之消費價值並不因此

而下降。基於這種消費非排他性的特性，邊際社會使用價

值是所有消費者邊際價值之總和。由此，該物品之市場需

求曲線是個別 MV 曲線的垂直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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